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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學校基本資料表

●　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校名 高雄市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技術型

專業群科

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電機科
3.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4.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5. 家政群：美容科
6.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建教合作班

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電機科
3. 家政群：美容科
4.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5. 家政群：美容科
6.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重
點
產
業
專
班

產學攜手
合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

1. 家政群：美容科
2.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
其他

進修部
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2.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3.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

實用技能學程

1. 動力機械群：汽車修護科(日間上課)
2.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日間上課)、電機修護科(日間上課)
3. 商業群：廣告技術科(日間上課)
4. 設計群：廣告技術科(日間上課)
5. 餐旅群：餐飲技術科(日間上課)

聯絡人
處  室 教務處
職  稱 教學組長
電    話 07-78329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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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壹、依據

一、 102年7月10日總統發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3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
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二、 103年11月28日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 107年2月21日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四、 108年6月21日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班課程實施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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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現況貳、學校現況

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表表2-1 前一學年度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前一學年度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類型 群別 科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小計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技術型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建教合作班) 1 13 2 22 1 38 4 7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建教合作班) 1 20 1 17 1 27 3 6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建教合作班) 1 29 1 32 2 42 4 103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0 0 1 10 1 15 2 25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2 63 2 53 1 32 5 148
家政群 美容科(建教合作班) 1 14 1 24 1 21 3 59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班) 1 22 1 41 2 72 4 135

進修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1 14 1 12 1 20 3 46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1 19 1 9 1 6 3 3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1 37 1 10 1 14 3 61

實用技
能學程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日間上課) 1 29 1 43 1 34 3 106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日間上課) 0 0 0 0 0 0 0 0
商業群 廣告技術科(日間上課) 0 0 0 0 1 22 1 2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日間上課) 1 37 1 45 1 39 3 121

合計 12 297 14 318 15 382 41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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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科班一覽表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表表2-2 110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

學校類型 群別 科班別 班級數 每班人數

技術型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2 45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1 4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1 45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2 45
家政群 美容科 1 45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2 45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建教合作班) 2 45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建教合作班) 1 4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建教合作班) 1 45
家政群 美容科(建教合作班) 1 45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班) 2 45

進修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1 40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1 40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1 40

合計 19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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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建教合作班科別班數三、辦理建教合作班科別班數
表表2-3 110學年度辦理建教合作班科別班數一覽表學年度辦理建教合作班科別班數一覽表

項目

辦理方式及群別

說明
備註

辦理科別 班級數 核定招生人數

輪
調
式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1班 45人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1班 40人
電機科 1班 100人

家政群 美容科 1班 78人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2班 180人

階
梯
式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1班 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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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請以文字描述或圖示方式呈現請以文字描述或圖示方式呈現)
  

一、學校願景一、學校願景

追求卓越，建構升學就業並重的全人精緻職業教育。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神、學校的特色發展與需求，提出明確的辦學理念，
以激發學生潛能、成就每位學生，以達成「追求卓越，建構升學就業並重的全人類精緻職業教育」之校務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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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二、學生圖像

品德力(活力)
  學生具備能力包含
  1.品格素養力：培養學生具備積極、主動、進取的自我管理的能力
  2.服務奉獻力：培養學生具備樂於服務社會人群的能力
  3.倫理落實力：培養學生具備並落實人際倫理的能力
專業力(科技)
  學生具備能力包含
  4.專業學習力：培養學生具備專業學科技能精進之能力
  5.自我學習力：培養學生具備自我進修、研習、精進的能力
  6.資訊應用力：培養學生具備將專業技能結合數位化之能力
創造力(創新)
  學生具備能力包含
  7.創新發明力：培養學生具備在專業領域求新求變的能力
  8.問題解決力：培養學生具備應變及尋求資源協助的能力
  9.團隊合作力：培養學生具備發揮合作精神共同完成任務的能力
職業力(卓越)
  學生具備能力包含
  10.職場適應力：培養學生具備適應職場工作環境的能力
  11.終身學習力：培養學生具備積極學習新知主動進取態度能力
  12.人際關係力：培養學生具備建立良好人際互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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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高雄市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88年9月3日88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95年9月1日95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7年9月1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8月29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8月29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8月28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6月30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6月29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89A號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修
訂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每年8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其組織成員共計43員如下：
(一)召集人：校長。
(二)學校行政人員：由各處室主任(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主任教官、進修部主任、教學組長、註冊
組長)擔任之，共計9人；並由教務主任兼任執行祕書，實習主任和進修部主任兼任副執行祕書。
(三)各年級教師代表各1人，共計3人。
(四)學科教師：由學科召集人(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自然科、社會科、體育科及健康與護理科)擔任之，每學科1人，共計7人。
(五)專業類科教師：由各專業類科(汽車科、電機科、資訊科、廣告設計科、資料處理科、餐飲管理科及美容科)之科主任擔任之，每科
1人，共計7人。
(六)教師組織代表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1人擔任之。
(五)專家學者：由本校聘任專家學者專業類科每科1人擔任之，7科共計7人。
(六)業界代表：由本校聘任業界代表專業類科每科1人擔任之，7科共計7人。
(七)學生代表：由本校在學學生代表1人擔任之。
(八)家長代表：由本校家長委員會代表1人擔任之
三、本委員會根據總綱的基本理念和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 
(一)掌握學校教育願景、學生圖像、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三)審查學校教科用書的選用，以校訂自編教材的內容。
(四)進行學校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及修正。
四、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十二月及五月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本委員會每年十二月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送所屬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三)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
(四)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五)本委員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和進修部協辦。
五、本委員會設下列組織：(以下簡稱研究會)
(一)各學科教學研究會：由學科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二)各專業類科教學研究會：由該專業類科教師組成之，由專業科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
(三)各群課程研究會：由該群各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該群之科(學程)主任互推召集人並擔任主席。
(四)研究會針對專業議題討論時，應(或得)邀請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參加。
六、上述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和整體課程設計。 
(二)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三)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四)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五)辦理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 
(六)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 
(七)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八)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九)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十)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七、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一)各科目/專業群科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行四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每學期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各領域/科目和專業群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送請本委員會審查。
(三)各研究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由召集人召集之，得由連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四)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
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五)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召集人或科主任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辦理。
(六)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學科/專業群科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習處協助之。
八、本委員會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相關單位協辦。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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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規劃與學生進路伍、課程規劃與學生進路

  

一、群科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一、群科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

表5-1  群科教育目標、科專業能力與學生圖像對應表

群群
別別
科科
別別

產業人力需求產業人力需求
或職場進路或職場進路 科教育目標科教育目標 科專業能力科專業能力

學生圖像學生圖像
品品
德德
力力
(
活活
力力
)

專專
業業
力力
(
科科
技技
)

創創
造造
力力
(
創創
新新
)

職職
業業
力力
(
卓卓
越越
)

動動
力力
機機
械械
群群

汽汽
車車
科科

1.擔任汽、機車修護員、堆高機擔任汽、機車修護員、堆高機
倉操作員、汽車塗裝美容技術倉操作員、汽車塗裝美容技術
員、焊接操作技術員、汽機車材員、焊接操作技術員、汽機車材
料零件銷售員、車輛銷售業務料零件銷售員、車輛銷售業務
員、大客車及小客車檢驗技術員、大客車及小客車檢驗技術
員、汽車車輛零件管理作業員、員、汽車車輛零件管理作業員、
汽車保險汽車保險(鑑定鑑定)作業員、汽車板作業員、汽車板
金技術人員等工作。金技術人員等工作。
2.從事經營有關汽車維修保養從事經營有關汽車維修保養
廠、機車維修行、小客車及大客廠、機車維修行、小客車及大客
車檢驗廠、汽車材料行、機車材車檢驗廠、汽車材料行、機車材
料行、二手車中古商、汽車美容料行、二手車中古商、汽車美容
行、汽車百貨公司、堆高機維修行、汽車百貨公司、堆高機維修
店等從業人員。店等從業人員。

1.培養汽車產業之基層技術人培養汽車產業之基層技術人
員。員。
2.培養汽車技術能力之基礎人培養汽車技術能力之基礎人
才。才。
3.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
應社會變遷之人才。應社會變遷之人才。
4.培養組裝、操作、測試、維護培養組裝、操作、測試、維護
及檢修各種車輛系統與設備之人及檢修各種車輛系統與設備之人
才。才。
5.培養動力機械領域繼續進修終培養動力機械領域繼續進修終
身學習之人才。身學習之人才。

具備工具量具設備基礎能具備工具量具設備基礎能
力力 ○○ ●● ○○ ●●

具備電子檢測儀器基礎能具備電子檢測儀器基礎能
力力 ○○ ●● ●● ●●

具備查閱修護手冊或技術具備查閱修護手冊或技術
資料能力資料能力 ○○ ●● ●●

具備車輛保養檢查基礎能具備車輛保養檢查基礎能
力力 ○○ ●● ○○ ●●

具備職業道德、工作安全具備職業道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素養及敬業樂群之素養 ●● ○○ ●●

具備科技研發創造發明能具備科技研發創造發明能
力力 ●● ●● ●● ○○

電電
機機
與與
電電
子子
群群

資資
訊訊
科科

1.擔任電子產業操作員、電腦維擔任電子產業操作員、電腦維
修員、電子設備維修員、通訊設修員、電子設備維修員、通訊設
備維修員、網路架設操作員、電備維修員、網路架設操作員、電
腦系統操作員、電腦週邊設備銷腦系統操作員、電腦週邊設備銷
售員、通訊設備銷售員、程式設售員、通訊設備銷售員、程式設
計員、電子儀器檢測人員、網路計員、電子儀器檢測人員、網路
管理員等工作。管理員等工作。
2.從事有關電腦、電子、手機、從事有關電腦、電子、手機、
電腦遊戲、網路通訊、電腦遊戲、網路通訊、IC設計、設計、
AI機器人、數位內容、無線通訊機器人、數位內容、無線通訊
等科技產業。等科技產業。

1.培養資訊產業之基層技術人培養資訊產業之基層技術人
才。才。
2.培養有關程式設計資訊技術之培養有關程式設計資訊技術之
基礎人才。基礎人才。
3.培養電子電路、設備儀器使用培養電子電路、設備儀器使用
及維護人才及維護人才
4.培養安裝、操作、測試、維護培養安裝、操作、測試、維護
及檢修各種資訊系統與設備之人及檢修各種資訊系統與設備之人
才才
5.培養資訊科技領域繼續進修終培養資訊科技領域繼續進修終
身學習之人才。身學習之人才。

具備資訊相關技術之基本具備資訊相關技術之基本
能力能力 ○○ ●● ○○ ●●

具備電腦程式設計基礎能具備電腦程式設計基礎能
力力 ○○ ●● ●●

具備電子電路、儀器使用具備電子電路、儀器使用
及維護能力及維護能力 ●● ●● ○○ ○○

具備資訊系統安裝、操具備資訊系統安裝、操
作、測試、維護及檢修能作、測試、維護及檢修能
力力

○○ ●● ●●

具備職業道德、工作安全具備職業道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素養能力及敬業樂群之素養能力 ●● ○○ ●●

具備科技研發創造發明能具備科技研發創造發明能
力力 ●● ●● ●● ○○

電電
機機
與與
電電
子子
群群

電電
機機
科科

1.擔任電機產業技術員、工業配擔任電機產業技術員、工業配
線技術員、工廠電力維護員、冷線技術員、工廠電力維護員、冷
凍空調維修員、儀器操控技術凍空調維修員、儀器操控技術
員、台電維修技術員、消防設備員、台電維修技術員、消防設備
技術員、家庭水電技術員、家電技術員、家庭水電技術員、家電
維修技術員、網路裝配技術員、維修技術員、網路裝配技術員、
通信監視技術員、照明安裝技術通信監視技術員、照明安裝技術
員等工作。員等工作。

2.從事有關光電、通訊、半導從事有關光電、通訊、半導
體、自動控制、電機設備製造、體、自動控制、電機設備製造、
水電空調工程、電工機械器材製水電空調工程、電工機械器材製
造修配及其他電機零組件等相關造修配及其他電機零組件等相關
產業。產業。

1.培養電機電子產業之基層技術培養電機電子產業之基層技術
人才。人才。
2.培養電機控制配線及線路故障培養電機控制配線及線路故障
查修之專業人才。查修之專業人才。
3.培養安裝、操作、維護與檢修培養安裝、操作、維護與檢修
各種電機設備之人才各種電機設備之人才
4.培養有關程式設計、自動控制培養有關程式設計、自動控制
應用之基礎人才。應用之基礎人才。
5.培養電機技術領域繼續進修終培養電機技術領域繼續進修終
身學習之人才。身學習之人才。

具備量測分析電子電路能具備量測分析電子電路能
力力 ○○ ●● ○○ ●●

具備基礎電機控制配線能具備基礎電機控制配線能
力力 ○○ ●● ○○ ●●

具備安裝、操作、維護與具備安裝、操作、維護與
檢修電機設備能力檢修電機設備能力 ○○ ●● ○○ ●●

具備自動控制應用除錯能具備自動控制應用除錯能
力力 ○○ ●● ●● ●●

具備職業道德、工作安全具備職業道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素養及敬業樂群之素養 ●● ○○ ●●

具備科技研發創造發明能具備科技研發創造發明能
力力 ○○ ●● ●● ●●

家家
政政
群群

美美
容容
科科

1.擔任美容助理人員、美容技術擔任美容助理人員、美容技術
指導人員、美髮助理員、染燙髮指導人員、美髮助理員、染燙髮
操作人員、美髮造型設計人員等操作人員、美髮造型設計人員等
工作。工作。
2.從事有關美容美髮行業領域工從事有關美容美髮行業領域工
作，整體造型人員、美容美體作，整體造型人員、美容美體
spa芳療人員、精油調香人員、芳療人員、精油調香人員、
專櫃彩粧銷售人員、新娘秘書顧專櫃彩粧銷售人員、新娘秘書顧
問人員、美甲美睫技術人員等。問人員、美甲美睫技術人員等。

1.培養美容產業之基層技術人培養美容產業之基層技術人
才。才。
2.培養彩妝技術之基礎人才。培養彩妝技術之基礎人才。
3.培養美容、美髮、美體、美膚培養美容、美髮、美體、美膚
之業界需求人才。之業界需求人才。
4.培養時尚造型設計之從業基礎培養時尚造型設計之從業基礎
人才人才
5.培養美容行業領域繼續進修終培養美容行業領域繼續進修終
身學習之人才。身學習之人才。

具備美容相關技術操作基具備美容相關技術操作基
本能力本能力 ●● ●● ○○ ●●

具備彩妝技術操作基本能具備彩妝技術操作基本能
力力 ●● ●● ○○ ●●

具備美容、美髮、美體、具備美容、美髮、美體、
美膚之基礎能力美膚之基礎能力 ●● ●● ●● ●●

具備時尚造型之設計能力具備時尚造型之設計能力 ●● ●● ○○ ●●
具備職業道德、工作安全具備職業道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素養能力及敬業樂群之素養能力 ●● ○○ ○○ ●●

具備時尚流行趨勢應變能具備時尚流行趨勢應變能
力力 ●● ●● ●● ○○

1.餐飲領域相關產業之基礎專業餐飲領域相關產業之基礎專業
人才，擔任飯店、中西餐內場廚人才，擔任飯店、中西餐內場廚
助、中式點心技術員、糕餅店技助、中式點心技術員、糕餅店技
術員、麵包店服務員、飲料調製術員、麵包店服務員、飲料調製
員、飲料店店長、創業小吃老員、飲料店店長、創業小吃老

1.培養餐旅群相關專業領域之基培養餐旅群相關專業領域之基
礎人才。礎人才。

具備餐旅相關專業領域基具備餐旅相關專業領域基
礎能力礎能力 ●● ●● ○○ ●●

具備觀光事務及餐旅服務具備觀光事務及餐旅服務
之基礎能力之基礎能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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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餐
旅旅
群群

餐餐
飲飲
管管
理理
科科

闆、櫃檯接待員、餐飲服務人闆、櫃檯接待員、餐飲服務人
員、房務技術員、房務辦事員、員、房務技術員、房務辦事員、
客房管理員、飯店接待員、旅館客房管理員、飯店接待員、旅館
接待員、賣場從業員、食品廠作接待員、賣場從業員、食品廠作
業員等工作。業員等工作。
2.可自行創業，可從事飯店、旅可自行創業，可從事飯店、旅
館、中西式餐廳、日本料理店、館、中西式餐廳、日本料理店、
休閒觀光餐飲、自助餐廳、咖啡休閒觀光餐飲、自助餐廳、咖啡
廳、飲料調製店、糕餅麵包店、廳、飲料調製店、糕餅麵包店、
烘焙坊、早午餐店、小吃店、複烘焙坊、早午餐店、小吃店、複
合式餐廳、食品廠、大賣場等產合式餐廳、食品廠、大賣場等產
業。業。

2.培養觀光事務及餐旅服務之基培養觀光事務及餐旅服務之基
礎人才。礎人才。
3.培養餐飲烹調、烘焙製作之基培養餐飲烹調、烘焙製作之基
礎人才。礎人才。
4.培養餐飲相關產業產品製作之培養餐飲相關產業產品製作之
專業人才。專業人才。
5.培養餐旅領域繼續進修終身學培養餐旅領域繼續進修終身學
習之人才。習之人才。

具備餐飲烹調、烘焙製作具備餐飲烹調、烘焙製作
之能力之能力

○○ ●● ●● ●●

具備餐飲相關產業產品製具備餐飲相關產業產品製
作之能力作之能力 ●● ●● ●● ●●

具備職業道德、積極進取具備職業道德、積極進取
及敬業樂群之素養能力及敬業樂群之素養能力 ●● ○○ ●●

具備技術研發創造發明能具備技術研發創造發明能
力力 ○○ ●● ●● ●●

動動
力力
機機
械械
群群

汽汽
車車
科科

1.擔任汽、機車修護員、堆高機擔任汽、機車修護員、堆高機
倉操作員、汽車塗裝美容技術倉操作員、汽車塗裝美容技術
員、焊接操作技術員、汽機車材員、焊接操作技術員、汽機車材
料零件銷售員、車輛銷售業務料零件銷售員、車輛銷售業務
員、大客車及小客車檢驗技術員、大客車及小客車檢驗技術
員、汽車車輛零件管理作業員、員、汽車車輛零件管理作業員、
汽車保險汽車保險(鑑定鑑定)作業員、汽車板作業員、汽車板
金技術人員等工作。金技術人員等工作。
2.從事經營有關汽車維修保養從事經營有關汽車維修保養
廠、機車維修行、小客車及大客廠、機車維修行、小客車及大客
車檢驗廠、汽車材料行、機車材車檢驗廠、汽車材料行、機車材
料行、二手車中古商、汽車美容料行、二手車中古商、汽車美容
行、汽車百貨公司、堆高機維修行、汽車百貨公司、堆高機維修
店等從業人員。店等從業人員。

1.培養汽車產業之基層技術人培養汽車產業之基層技術人
員。員。
2.培養汽車技術能力之基礎人培養汽車技術能力之基礎人
才。才。
3.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
應社會變遷之人才。應社會變遷之人才。
4.培養組裝、操作、測試、維護培養組裝、操作、測試、維護
及檢修各種車輛系統與設備之人及檢修各種車輛系統與設備之人
才。才。
5.培養動力機械領域繼續進修終培養動力機械領域繼續進修終
身學習之人才。身學習之人才。

具備工具量具設備基礎能具備工具量具設備基礎能
力力 ○○ ●● ○○ ●●

具備電子檢測儀器基礎能具備電子檢測儀器基礎能
力力 ○○ ●● ●● ●●

具備查閱修護手冊或技術具備查閱修護手冊或技術
資料能力資料能力 ○○ ●● ●●

具備車輛保養檢查基礎能具備車輛保養檢查基礎能
力力 ○○ ●● ○○ ●●

具備職業道德、工作安全具備職業道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素養及敬業樂群之素養 ●● ○○ ●●

具備科技研發創造發明能具備科技研發創造發明能
力力 ●● ●● ●● ○○

備註： 1.各科教育目標及科專業能力，請參照群科課程綱要或實用技能學程課程實施規範，研訂敘寫。
2.學生圖像欄位，請填入學生圖像文字，各欄請以打點表示科專業能力與學生圖像之對應，「●」代表高度對應，「○」代表
低度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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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科課程規劃二、群科課程規劃

表5-2-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輪調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工具量具具備工具量具

設備基礎能力設備基礎能力
具備電子檢測具備電子檢測
儀器基礎能力儀器基礎能力

具備查閱修護具備查閱修護
手冊或技術資手冊或技術資
料能力料能力

具備車輛保養具備車輛保養
檢查基礎能力檢查基礎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工作安全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及敬業樂群之

素養素養

具備科技研發具備科技研發
創造發明能力創造發明能力

部
定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引擎原理引擎原理 ○ ● ●
底盤原理底盤原理 ○ ● ●
基本電學基本電學 ● ○ ●

實
習
科
目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機械工作法及實習 ○ ● ● ●
引擎實習引擎實習 ○ ○ ● ● ●
底盤實習底盤實習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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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輪調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續)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工具量具具備工具量具

設備基礎能力設備基礎能力
具備電子檢測具備電子檢測
儀器基礎能力儀器基礎能力

具備查閱修護具備查閱修護
手冊或技術資手冊或技術資
料能力料能力

具備車輛保養具備車輛保養
檢查基礎能力檢查基礎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工作安全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及敬業樂群之

素養素養

具備科技研發具備科技研發
創造發明能力創造發明能力

校
訂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應用力學應用力學 ● ○ ●

機件原理機件原理 ● ○ ●

實
習
科
目

電工電子實習電工電子實習 ● ● ●
車輛底盤檢修實習車輛底盤檢修實習 ● ● ● ●
車身電器系統綜合車身電器系統綜合

檢修實習檢修實習 ● ○ ● ●

車輛空調檢修實習車輛空調檢修實習 ○ ○ ● ●
電系實習電系實習 ● ○ ○ ● ●

機電製圖實習機電製圖實習 ● ○ ● ●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 ● ○ ●

校
訂
選
修

專
業
科
目

工業安全與衛生工業安全與衛生 ● ○ ●
動力機械概論動力機械概論 ● ○ ●
引擎技術進階引擎技術進階 ● ○ ●
底盤技術進階底盤技術進階 ● ○ ○
電工電子進階電工電子進階 ○ ● ○ ●
力學進階力學進階 ○ ○ ● ●

實
習
科
目

電動機車實習電動機車實習 ○ ● ○ ● ●
汽車綜合實習汽車綜合實習 ● ○ ○ ● ●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機器腳踏車基礎實

習習 ○ ○ ● ● ●

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應用 ○ ○ ●
機器腳踏車檢修實機器腳踏車檢修實

習習 ○ ○ ● ● ●

備註： 1.科專業能力欄位，請於空格中以打點表示科目與專業能力的對應，「●」代表高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有章節明列；「○」
代表低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雖沒有章節明列，教師於授課時仍會提及。

2.本表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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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輪調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資訊相關具備資訊相關
技術之基本能技術之基本能

力力
具備電腦程式具備電腦程式
設計基礎能力設計基礎能力

具備電子電具備電子電
路、儀器使用路、儀器使用
及維護能力及維護能力

具備資訊系統具備資訊系統
安裝、操作、安裝、操作、
測試、維護及測試、維護及
檢修能力檢修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工作安全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及敬業樂群之
素養能力素養能力

具備科技研發具備科技研發
創造發明能力創造發明能力

部
定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基本電學基本電學 ○ ● ○ ●

電子學電子學 ○ ● ○ ●

實
習
科
目

基本電學實習基本電學實習 ○ ● ○ ● ●

電子學實習電子學實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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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輪調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續)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資訊相關具備資訊相關
技術之基本能技術之基本能

力力
具備電腦程式具備電腦程式
設計基礎能力設計基礎能力

具備電子電具備電子電
路、儀器使用路、儀器使用
及維護能力及維護能力

具備資訊系統具備資訊系統
安裝、操作、安裝、操作、
測試、維護及測試、維護及
檢修能力檢修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工作安全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及敬業樂群之
素養能力素養能力

具備科技研發具備科技研發
創造發明能力創造發明能力

校
訂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實用電子學實用電子學 ○ ● ○ ●
數位邏輯設計數位邏輯設計 ○ ● ● ○ ●
微處理機微處理機 ● ● ○ ●

實
習
科
目

程式設計實習程式設計實習 ● ● ○ ○ ●
基礎電子實習基礎電子實習 ○ ● ○ ○
電腦硬體實習電腦硬體實習 ● ○ ● ● ●
可程式邏輯設計實可程式邏輯設計實

習習 ● ○ ● ● ○

行動裝置實習行動裝置實習 ● ● ○ ○ ● ●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 ● ● ● ○

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應用 ● ● ○ ● ● ○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單晶片微處理機實

習習 ● ● ● ○ ○ ●

微電腦實習微電腦實習 ○ ● ● ● ○ ●
介面電路控制實習介面電路控制實習 ● ● ○ ● ○ ○

校
訂
選
修

專
業
科
目

電機與電子專業英電機與電子專業英
文文 ○ ○ ○ ● ●

數位邏輯設計進階數位邏輯設計進階 ○ ● ○ ○ ○
基本電學進階基本電學進階 ○ ● ○ ○ ○
電子學進階電子學進階 ○ ● ○ ○
電腦網路電腦網路 ● ○ ○ ● ○ ○
電子電路電子電路 ○ ○ ● ○ ○ ○

實
習
科
目

電腦網路實習電腦網路實習 ● ○ ● ○ ○
物聯網應用物聯網應用 ● ● ○ ○ ●

智慧機器人實習智慧機器人實習 ● ○ ○ ○ ○ ●
人工智慧技術實習人工智慧技術實習 ● ○ ○ ○ ●
數位多媒體設計實數位多媒體設計實

習習 ○ ● ● ○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 ● ● ○ ○ ○
感測器實習感測器實習 ● ○ ● ○ ●

備註： 1.科專業能力欄位，請於空格中以打點表示科目與專業能力的對應，「●」代表高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有章節明列；「○」
代表低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雖沒有章節明列，教師於授課時仍會提及。

2.本表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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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輪調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量測分析具備量測分析

電子電路能力電子電路能力
具備基礎電機具備基礎電機
控制配線能力控制配線能力

具備安裝、操具備安裝、操
作、維護與檢作、維護與檢
修電機設備能修電機設備能

力力

具備自動控制具備自動控制
應用除錯能力應用除錯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工作安全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及敬業樂群之

素養素養

具備科技研發具備科技研發
創造發明能力創造發明能力

部
定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基本電學基本電學 ● ○ ○ ○ ○ ●

電子學電子學 ● ○ ○ ○ ○ ●

實
習
科
目

基本電學實習基本電學實習 ● ● ● ○ ○ ●

電子學實習電子學實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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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輪調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續)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量測分析具備量測分析

電子電路能力電子電路能力
具備基礎電機具備基礎電機
控制配線能力控制配線能力

具備安裝、操具備安裝、操
作、維護與檢作、維護與檢
修電機設備能修電機設備能

力力

具備自動控制具備自動控制
應用除錯能力應用除錯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工作安全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及敬業樂群之

素養素養

具備科技研發具備科技研發
創造發明能力創造發明能力

校
訂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電工機械電工機械 ○ ○ ● ○ ○ ●

實用電子學實用電子學 ● ○ ○ ○ ○ ●

實
習
科
目

基礎電工實習基礎電工實習 ○ ● ● ○ ○ ○
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應用 ○ ● ○ ●
室內配線實習室內配線實習 ○ ● ● ○ ○ ○
機電整合實習機電整合實習 ○ ● ● ● ○ ○
電力電子應用電力電子應用 ● ○ ● ○ ○ ○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 ● ● ● ○ ●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 ● ● ● ○ ●

校
訂
選
修

專
業
科
目

電工機械進階電工機械進階 ○ ○ ● ○ ○ ●
基本電學進階基本電學進階 ● ○ ○ ○ ○ ●
電子學進階電子學進階 ● ○ ○ ○ ○ ●

實
習
科
目

智慧居家監控實務智慧居家監控實務 ● ● ● ● ● ●
可程式控制實習可程式控制實習 ● ● ● ● ● ●
電動機車基礎實習電動機車基礎實習 ● ● ● ● ● ●
智慧機器人實習智慧機器人實習 ○ ○ ○ ● ○ ●
機電整合應用機電整合應用 ○ ● ● ● ○ ○
電力電子實務電力電子實務 ● ○ ● ○ ○ ○

綠色能源科技實務綠色能源科技實務 ○ ● ● ○ ○ ○
可程式控制應用可程式控制應用 ● ● ● ● ● ●
汽車檢診實習汽車檢診實習 ○ ● ● ○ ○ ○
電工機械實習電工機械實習 ○ ● ● ○ ○ ○

太陽光電設置實習太陽光電設置實習 ○ ● ● ● ○ ○
數位多媒體設計實數位多媒體設計實

習習 ● ● ● ● ● ●

備註： 1.科專業能力欄位，請於空格中以打點表示科目與專業能力的對應，「●」代表高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有章節明列；「○」
代表低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雖沒有章節明列，教師於授課時仍會提及。

2.本表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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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4  家政群美容科輪調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美容相關具備美容相關
技術操作基本技術操作基本

能力能力
具備彩妝技術具備彩妝技術
操作基本能力操作基本能力

具備美容、美具備美容、美
髮、美體、美髮、美體、美
膚之基礎能力膚之基礎能力

具備時尚造型具備時尚造型
之設計能力之設計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工作安全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及敬業樂群之
素養能力素養能力

具備時尚流行具備時尚流行
趨勢應變能力趨勢應變能力

部
定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美容職業安全與衛美容職業安全與衛
生生 ● ○ ● ○ ● ○

美容造型概論美容造型概論 ● ● ● ○ ● ○
色彩概論色彩概論 ● ● ○ ● ● ○

實
習
科
目

美髮實務美髮實務 ● ○ ● ● ● ●

美顏實務美顏實務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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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4  家政群美容科輪調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續)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美容相關具備美容相關
技術操作基本技術操作基本

能力能力
具備彩妝技術具備彩妝技術
操作基本能力操作基本能力

具備美容、美具備美容、美
髮、美體、美髮、美體、美
膚之基礎能力膚之基礎能力

具備時尚造型具備時尚造型
之設計能力之設計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工作安全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及敬業樂群之
素養能力素養能力

具備時尚流行具備時尚流行
趨勢應變能力趨勢應變能力

校
訂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家政職業倫理家政職業倫理 ○ ○ ○ ○ ● ○
行銷與服務行銷與服務 ○ ○ ○ ○ ● ●
家政行業美學家政行業美學 ○ ○ ○ ● ● ●
家庭教育家庭教育 ○ ○ ○ ○ ● ○

實
習
科
目

飾品設計與實務飾品設計與實務 ○ ○ ○ ● ● ●
多媒材創作實務多媒材創作實務 ○ ○ ○ ○ ● ●
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應用 ○ ○ ○ ○ ○ ○
美容美體實務美容美體實務 ○ ○ ● ○ ● ○
髮型梳理髮型梳理 ○ ○ ● ● ● ●

彩妝造型實務彩妝造型實務 ● ● ● ● ● ●
舞台表演實務舞台表演實務 ○ ○ ○ ● ● ●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整體造型設計與實

務務 ● ● ● ● ● ●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 ● ● ● ● ●

校
訂
選
修

專
業
科
目

家庭管理家庭管理 ○ ○ ○ ○ ● ○
色彩計畫色彩計畫 ○ ● ○ ● ● ●
生活美學生活美學 ○ ● ○ ● ● ●

實
習
科
目

彩繪設計實務彩繪設計實務 ○ ● ○ ● ● ●
指壓實務指壓實務 ● ○ ● ○ ● ○

男士美髮實務男士美髮實務 ○ ○ ● ● ● ●
新娘秘書實務新娘秘書實務 ● ● ● ● ● ●
化妝品調製實務化妝品調製實務 ○ ○ ○ ● ● ○
芳香調理實務芳香調理實務 ○ ○ ○ ● ● ○
頭飾設計實務頭飾設計實務 ○ ○ ○ ● ● ●

備註： 1.科專業能力欄位，請於空格中以打點表示科目與專業能力的對應，「●」代表高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有章節明列；「○」
代表低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雖沒有章節明列，教師於授課時仍會提及。

2.本表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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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5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輪調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餐旅相關具備餐旅相關
專業領域基礎專業領域基礎

能力能力

具備觀光事務具備觀光事務
及餐旅服務之及餐旅服務之
基礎能力基礎能力

具備餐飲烹具備餐飲烹
調、烘焙製作調、烘焙製作
之能力之能力

具備餐飲相關具備餐飲相關
產業產品製作產業產品製作
之能力之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積極進取德、積極進取
及敬業樂群之及敬業樂群之
素養能力素養能力

具備技術研發具備技術研發
創造發明能力創造發明能力

部
定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觀光餐旅業導論觀光餐旅業導論 ● ● ○ ○ ● ○

實
習
科
目

餐飲服務技術餐飲服務技術 ● ● ○ ○ ● ○

飲料實務飲料實務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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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5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輪調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續)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餐旅相關具備餐旅相關
專業領域基礎專業領域基礎

能力能力

具備觀光事務具備觀光事務
及餐旅服務之及餐旅服務之
基礎能力基礎能力

具備餐飲烹具備餐飲烹
調、烘焙製作調、烘焙製作
之能力之能力

具備餐飲相關具備餐飲相關
產業產品製作產業產品製作
之能力之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積極進取德、積極進取
及敬業樂群之及敬業樂群之
素養能力素養能力

具備技術研發具備技術研發
創造發明能力創造發明能力

校
訂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 ○ ●

實
習
科
目

中餐烹調實習中餐烹調實習 ● ○ ● ● ● ○
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應用 ○ ● ●
烘焙實務烘焙實務 ● ○ ● ● ● ○

中式點心製作實習中式點心製作實習 ● ○ ● ● ● ○
西餐烹調實習西餐烹調實習 ● ○ ● ● ● ○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 ○ ● ● ● ●

校
訂
選
修

專
業
科
目

餐飲管理餐飲管理 ● ● ○ ○ ● ○
飲料與調酒進階飲料與調酒進階 ● ● ● ● ○
餐飲服務進階餐飲服務進階 ● ● ○ ○ ● ○
食物與營養食物與營養 ● ○ ●
飲料概論飲料概論 ● ● ● ● ○
觀光學觀光學 ● ● ●
菜單設計菜單設計 ● ○ ○ ○ ● ●

實
習
科
目

西式點心製作實習西式點心製作實習 ● ○ ● ● ● ○
創業小吃實務創業小吃實務 ● ○ ● ● ● ●

餐旅日文會話實務餐旅日文會話實務 ● ○ ●
宴會餐飲實習宴會餐飲實習 ● ● ● ● ● ●

備註： 1.科專業能力欄位，請於空格中以打點表示科目與專業能力的對應，「●」代表高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有章節明列；「○」
代表低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雖沒有章節明列，教師於授課時仍會提及。

2.本表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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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6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階梯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工具量具具備工具量具

設備基礎能力設備基礎能力
具備電子檢測具備電子檢測
儀器基礎能力儀器基礎能力

具備查閱修護具備查閱修護
手冊或技術資手冊或技術資
料能力料能力

具備車輛保養具備車輛保養
檢查基礎能力檢查基礎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工作安全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及敬業樂群之

素養素養

具備科技研發具備科技研發
創造發明能力創造發明能力

部
定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引擎原理引擎原理 ● ● ● ● ●
底盤原理底盤原理 ● ● ● ● ●
基本電學基本電學 ● ● ○ ●

實
習
科
目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機械工作法及實習 ● ● ○ ○ ●
引擎實習引擎實習 ○ ○ ● ● ● ○
底盤實習底盤實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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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6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階梯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續)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工具量具具備工具量具

設備基礎能力設備基礎能力
具備電子檢測具備電子檢測
儀器基礎能力儀器基礎能力

具備查閱修護具備查閱修護
手冊或技術資手冊或技術資
料能力料能力

具備車輛保養具備車輛保養
檢查基礎能力檢查基礎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工作安全德、工作安全
及敬業樂群之及敬業樂群之

素養素養

具備科技研發具備科技研發
創造發明能力創造發明能力

校
訂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動力機械概論動力機械概論 ○ ○ ●
汽車學汽車學 ● ○ ● ○ ○
應用力學應用力學 ● ○ ○ ●
機件原理機件原理 ○ ● ○ ○ ●

實
習
科
目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 ● ○ ● ●
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應用 ○ ● ● ●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機器腳踏車基礎實

習習 ● ○ ● ● ● ○

機器腳踏車檢修實機器腳踏車檢修實
習習 ● ○ ● ● ● ○

電工電子實習電工電子實習 ○ ● ● ○ ○ ●
電系實習電系實習 ○ ● ● ○ ○ ●

汽車柴油引擎實習汽車柴油引擎實習 ○ ● ● ● ○

校
訂
選
修

專
業
科
目

汽油噴射引擎汽油噴射引擎 ● ○ ● ○ ○
機械材料機械材料 ○ ○ ○ ○ ○ ○
力學進階力學進階 ○ ○ ○ ○ ○ ○

柴油引擎原理柴油引擎原理 ○ ○ ○ ○ ○ ○
汽車電系原理汽車電系原理 ○ ○ ○ ○ ○ ○
引擎技術進階引擎技術進階 ○ ○ ○ ○ ○ ○
底盤技術進階底盤技術進階 ○ ○ ○ ○ ○ ○

實
習
科
目

機電製圖實習機電製圖實習 ● ● ○ ● ●
機器腳踏車綜合實機器腳踏車綜合實

習習 ○ ○ ○ ○ ○ ○

機器腳踏車綜合檢機器腳踏車綜合檢
修實習修實習 ○ ○ ○ ○ ○ ○

備註： 1.科專業能力欄位，請於空格中以打點表示科目與專業能力的對應，「●」代表高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有章節明列；「○」
代表低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雖沒有章節明列，教師於授課時仍會提及。

2.本表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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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群科課程表陸、群科課程表

  

一、教學科目與學分一、教學科目與學分(節節)數表數表

表6-1-1-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課程類
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節數 學
分 節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3 2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英語文 4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數學 數學 4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社會
歷史

4
3 2

地理
公民與社會 3 2

自然科學
物理

4
3 2

化學 3 2
生物

藝術
音樂

4美術 3 2
藝術生活 3 2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生涯規劃 3 2
家政
法律與生活
環境科學概
論

科技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3 2

健康與體
育

體育 2 1.5 1 1.5 1
健康與護理 2 1 1 2 1

全民國防教育 2 2 1 1 1
小計小計 36 19.5 13 16.5 11 9 6 3 2 3 2 3 2

專
業
科
目

引擎原理 3 4.5 3
底盤原理 3 4.5 3
基本電學 2 3 2

實
習
科
目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 4 6 4
引擎實習 4 6 4
底盤實習 4 6 4

小計小計 20 10.5 7 10.5 7 9 6 0 0 0 0 0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6 30 20 27 18 18 12 3 2 3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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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續)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學分 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6學分
4.55%

國語文選 2 3 2

數學 4 3 2 3 2

專
業
科
目

4學分
3.03%

應用力學 2 3 2

機件原理 2 3 2

實
習
科
目

28學分
21.21%

專題實作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機電製圖實習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電工電子實習 4 6 4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車輛底盤檢修實習 4 6 4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車身電器系統綜合
檢修實習 4 6 4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車輛空調檢修實習 4 6 4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電系實習 4 6 4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38 0 0 0 0 6 4 21 14 15 10 15 10

校
訂
選
修

一
般
科
目

8學分
6.06%

實用英文 4 3 2 3 2
體適能 4 1 1 2 1 2 1 1 1
原住民族語文-排灣
語 6 3 2 3 2 2 1 1 1

專
業
科
目

16學分
12.12%

工業安全與衛生 2 3 2
動力機械概論 2 3 2
引擎技術進階 4 3 2 3 2
底盤技術進階 4 3 2 3 2
電工電子進階 4 3 2 3 2
力學進階 4 3 2 3 2

實
習
科
目

14學分
10.61%

資訊科技應用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
習 6 5 3 4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機器腳踏車檢修實
習 6 4 3 5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電動機車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汽車綜合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38 3 2 6 4 9 6 9 6 15 10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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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 76 3 2 6 4 15 10 30 20 30 20 30 20
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 13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團體活動時間團體活動時間 (節數節數) 12 2 2 2 2 2 2
彈性學習時間彈性學習時間 (節數節數) 0 0 0 0 0 0 0
每週總上課節數每週總上課節數 35 35 35 35 35 35
基礎訓練基礎訓練 8

建教合作建教合作
機構機構

職業技能職業技能
訓練訓練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一一)

24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二二)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三三)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四四)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五五)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六六) 4

應修習總學分數應修習總學分數 164 26 26 26 26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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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課程類
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節數 學
分 節數 學

分 節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3 2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英語文 4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數學 數學 4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社會
歷史

4
3 2

地理
公民與社會 3 2

自然科學
物理

4
3 2

化學 3 2
生物

藝術
音樂

4美術 3 2
藝術生活 3 2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生涯規劃 3 2
家政
法律與生活
環境科學概
論

科技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3 2

健康與體
育

體育 2 1.5 1 1.5 1
健康與護理 2 1 1 2 1

全民國防教育 2 2 1 1 1
小計小計 36 19.5 13 16.5 11 9 6 3 2 3 2 3 2

專
業
科
目

基本電學 3 4.5 3

電子學 3 4.5 3

實
習
科
目

基本電學實習 6 4 3 5 3

電子學實習 6 5 3 4 3

小計小計 18 8.5 6 5 3 9.5 6 4 3 0 0 0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4 28 19 21.5 14 18.5 12 7 5 3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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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續)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學分 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
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節
數
學
分 節數 學

分 節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6學分
4.55%

國語文選 2 3 2

數學 4 3 2 3 2

專
業
科
目

7學分
5.30%

實用電子學 2 3 2
數位邏輯設計 3 4.5 3
微處理機 2 3 2

實
習
科
目

29學分
21.97%

專題實作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基礎電子實習 6 5 3 4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電腦硬體實習 3 4.5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資訊科技應用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程式設計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可程式邏輯設
計實習 3 4.5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單晶片微處理
機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行動裝置實習 3 4.5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微電腦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介面電路控制
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42 5 3 11.5 8 10.5 7 21 14 12 8 3 2

校
訂
選
修

一
般
科
目

8學分
6.06%

實用英文 4 3 2 3 2
體適能 4 1 1 2 1 2 1 1 1
原住民族語文-
排灣語 6 3 2 3 2 2 1 1 1

專
業
科
目

12學分
9.09%

數位邏輯設計
進階 4 3 2 3 2
基本電學進階 4 3 2 3 2
電子學進階 4 3 2 3 2
電腦網路 2 3 2
電子電路 2 3 2
電機與電子專
業英文 4 3 2 3 2

實
習
科
目

16學分
12.12%

物聯網應用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智慧機器人實
習 6 4 3 5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人工智慧技術
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數位多媒體設
計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智慧居家監控 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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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 2 3 2 實習分組教學

感測器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電腦網路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36 0 0 0 0 4 3 5 3 18 12 27 18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 78 5 3 11.5 8 14.5 10 26 17 30 20 30 20
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 13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團體活動時間團體活動時間 (節數節數) 12 2 2 2 2 2 2
彈性學習時間彈性學習時間 (節數節數) 0 0 0 0 0 0 0
每週總上課節數每週總上課節數 35 35 35 35 35 35
基礎訓練基礎訓練 8

建教合作建教合作
機構機構

職業技能職業技能
訓練訓練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一一)

24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二二)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三三)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四四)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五五)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六六) 4

應修習總學分數應修習總學分數 164 26 26 26 26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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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課程類
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節數 學
分 節數 學

分 節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3 2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英語文 4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數學 數學 4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社會
歷史

4
3 2

地理
公民與社會 3 2

自然科學
物理

4
3 2

化學 3 2
生物

藝術
音樂

4美術 3 2
藝術生活 3 2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生涯規劃 3 2
家政
法律與生活
環境科學概
論

科技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3 2

健康與體
育

體育 2 1.5 1 1.5 1
健康與護理 2 1 1 2 1

全民國防教育 2 2 1 1 1
小計小計 36 19.5 13 16.5 11 9 6 3 2 3 2 3 2

專
業
科
目

基本電學 3 4.5 3

電子學 3 4.5 3

實
習
科
目

基本電學實習 6 4 3 5 3

電子學實習 6 5 3 4 3

小計小計 18 8.5 6 5 3 9.5 6 4 3 0 0 0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4 28 19 21.5 14 18.5 12 7 5 3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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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續)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學分 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
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節
數
學
分 節數 學

分 節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6學分
4.55%

國語文選 2 3 2

數學 4 3 2 3 2

專
業
科
目

9學分
6.82%

電工機械 6 4.5 3 4.5 3

實用電子學 3 4.5 3

實
習
科
目

21學分
15.91%

專題實作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基礎電工實習 3 4.5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資訊科技應用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室內配線實習 6 5 3 4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機電整合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智慧居家監控
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電力電子應用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36 5 3 11.5 8 7.5 5 21 14 6 4 3 2

校
訂
選
修

一
般
科
目

8學分
6.06%

實用英文 4 3 2 3 2
體適能 4 1 1 2 1 2 1 1 1
原住民族語文-
排灣語 6 3 2 3 2 2 1 1 1

專
業
科
目

12學分
9.09%

電工機械進階 4 3 2 3 2
基本電學進階 4 3 2 3 2
電子學進階 4 3 2 3 2

實
習
科
目

22學分
16.67%

太陽光電設置
實習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電工機械實習 6 4 3 5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機電整合應用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可程式控制實
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智慧居家監控
實務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多元選修A1
智慧機器人實
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多元選修A1
電動機車基礎
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多元選修A1
電力電子實務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可程式控制應 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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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 3 2 實習分組教學

綠色能源科技
實務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多元選修A2
數位多媒體設
計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多元選修A2

汽車檢診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多元選修A2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42 0 0 0 0 7 5 5 3 24 16 27 18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 78 5 3 11.5 8 14.5 10 26 17 30 20 30 20
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 13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團體活動時間團體活動時間 (節數節數) 12 2 2 2 2 2 2
彈性學習時間彈性學習時間 (節數節數) 0 0 0 0 0 0 0
每週總上課節數每週總上課節數 35 35 35 35 35 35
基礎訓練基礎訓練 8

建教合作建教合作
機構機構

職業技能職業技能
訓練訓練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一一)

24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二二)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三三)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四四)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五五)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六六) 4

應修習總學分數應修習總學分數 164 26 26 26 26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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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4  家政群美容科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課程類
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3 2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英語文 4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數學 數學 4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社會
歷史

4
3 2

地理
公民與社會 3 2

自然科學
物理

4
3 2

化學 3 2
生物

藝術
音樂

4美術 3 2
藝術生活 3 2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生涯規劃 3 2
家政
法律與生活
環境科學概
論

科技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3 2

健康與體
育

體育 2 2 1 1 1
健康與護理 2 1 1 2 1

全民國防教育 2 2 1 1 1
小計小計 36 20 13 16 11 9 6 3 2 3 2 3 2

專
業
科
目

美容職業安全與衛生 2 3 2
美容造型概論 4 3 2 3 2
色彩概論 2 3 2

實
習
科
目

美髮實務 6 3 2 3 2 3 2

美顏實務 6 3 2 3 2 3 2

小計小計 20 9 6 9 6 6 4 3 2 3 2 0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6 29 19 25 17 15 10 6 4 6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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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4  家政群美容科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續)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學分 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6學分
4.55%

國語文選 2 3 2

數學 4 3 2 3 2

專
業
科
目

12學分
9.09%

家政職業倫理 2 3 2
行銷與服務 4 3 2 3 2
家政行業美學 4 3 2 3 2
家庭教育 2 2 1 1 1

實
習
科
目

28學分
21.21%

專題實作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多媒材創作實務 6 4 3 5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資訊科技應用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髮型梳理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美容美體實務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飾品設計與實務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彩妝造型實務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舞台表演實務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整體造型設計與
實務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46 4 3 8 5 11 7 19 13 12 8 15 10

校
訂
選
修

一
般
科
目

8學分
6.06%

實用英文 4 3 2 3 2
體適能 4 1 1 2 1 2 1 1 1
原住民族語文-
排灣語 6 3 2 3 2 2 1 1 1

專
業
科
目

10學分
7.58%

家庭管理 4 3 2 3 2
色彩計畫 2 1 1 2 1
生活美學 4 3 2 3 2

實
習
科
目

12學分
9.09%

男士美髮實務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新娘秘書實務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化妝品調製實務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芳香調理實務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彩繪設計實務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頭飾設計實務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指壓實務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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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30 0 0 0 0 7 5 8 5 15 10 15 10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 76 4 3 8 5 18 12 27 18 27 18 30 20
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 13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團體活動時間團體活動時間 (節數節數) 12 2 2 2 2 2 2
彈性學習時間彈性學習時間 (節數節數) 0 0 0 0 0 0 0
每週總上課節數每週總上課節數 35 35 35 35 35 35
基礎訓練基礎訓練 8

建教合作建教合作
機構機構

職業技能職業技能
訓練訓練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一一)

24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二二)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三三)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四四)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五五)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六六) 4

應修習總學分數應修習總學分數 164 26 26 26 26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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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5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課程類
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3 2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英語文 4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數學 數學 4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社會
歷史

4
3 2

地理
公民與社會 3 2

自然科學
物理

4
3 2

化學 3 2
生物

藝術
音樂

4美術 3 2
藝術生活 3 2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生涯規劃 3 2
家政
法律與生活
環境科學概
論

科技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3 2

健康與體
育

體育 2 2 1 1 1
健康與護理 2 1 1 2 1

全民國防教育 2 2 1 1 1
小計小計 36 20 13 16 11 9 6 3 2 3 2 3 2

專
業
科
目
觀光餐旅業導論 4 3 2 3 2

實
習
科
目

餐飲服務技術 6 4 3 5 3

飲料實務 6 5 3 4 3

小計小計 16 7 5 8 5 5 3 4 3 0 0 0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2 27 18 24 16 14 9 7 5 3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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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5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續)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學分 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6學分
4.55%

國語文選 2 3 2

數學 4 3 2 3 2

專
業
科
目

8學分
6.06%

觀光餐旅英語會
話 8 3 2 3 2 3 2 3 2

實
習
科
目

28學分
21.21%

專題實作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中餐烹調實習 8 6 4 6 4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資訊科技應用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烘焙實務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中式點心製作實
習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西餐烹調實習 6 4 3 5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42 6 4 9 6 12 8 15 10 10 7 11 7

校
訂
選
修

一
般
科
目

8學分
6.06%

實用英文 4 3 2 3 2
體適能 4 1 1 2 1 2 1 1 1
原住民族語文-
排灣語 6 3 2 3 2 3 2

專
業
科
目

14學分
10.61%

餐飲管理 4 3 2 3 2
飲料與調酒進階 4 3 2 3 2
餐飲服務進階 4 3 2 3 2
食物與營養 2 3 2
飲料概論 2 3 2
觀光學 4 3 2 3 2
菜單設計 4 3 2 3 2

實
習
科
目

16學分
12.12%

西式點心製作實
習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創業小吃實務 6 4 3 5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餐旅日文會話實
務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宴會餐飲實習 6 5 3 4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38 0 0 0 0 7 5 11 7 20 13 19 13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 80 6 4 9 6 19 13 26 17 30 20 30 20
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 13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團體活動時間團體活動時間 (節數節數) 1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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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習時間彈性學習時間 (節數節數) 0 0 0 0 0 0 0
每週總上課節數每週總上課節數 35 35 35 35 35 35
基礎訓練基礎訓練 8

建教合作建教合作
機構機構

職業技能職業技能
訓練訓練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一一)

24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二二)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三三)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四四)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五五)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六六) 4

應修習總學分數應修習總學分數 164 26 26 26 26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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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2-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階梯式)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數 一 寒
假 二 暑

假 一 寒
假 二 暑

假
階
段
一

階
段
二

階
段
三

階
段
四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3 3 適性分組教學

英語文 4 2 2 適性分組教學

數學 數學 4 2 2 適性分組教學

社會
歷史

4
2

地理
公民與社會 2

自然科學
物理

4
2

化學 2
生物

藝術
音樂

4美術 2
藝術生活 2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生涯規劃 1 1
家政
法律與生活
環境科學概論

科技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2

健康與體育
體育 2 1 1
健康與護理 2 1 1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小計 36 16 0 14 0 3 0 3 0 0 0 0 0

專
業
科
目

引擎原理 3 3
底盤原理 3 3
基本電學 2 2

實
習
科
目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 4 4
引擎實習 4 4
底盤實習 4 4

小計小計 20 7 0 7 0 6 0 0 0 0 0 0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6 23 0 21 0 9 0 3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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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2-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續)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階梯式)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學分 名稱 學分
數 一 寒

假 二 暑
假 一 寒

假 二 暑
假
階
段
一

階
段
二

階
段
三

階
段
四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0學分
0.00%               

專
業
科
目

14學分
10.61%

動力機械概論 4 2 2
汽車學 6 3 3
應用力學 2 2
機件原理 2 2

實
習
科
目

26學分
19.70%

專題實作 6 3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資訊科技應用 2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習 3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機器腳踏車檢修實習 3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電工電子實習 4 4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電系實習 4 4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汽車柴油引擎實習 4 4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40 8 10 9 13

校

一
般
科
目

12學分
9.09%

原住民族語文-排灣語 6 3 3
跨班

與[國語文選(2學分)+體適能
(1學分)]，2選１

國語文選 4 2 2
跨班

[國語文選(2學分)+體適能(1
學分)]和[原住民族語文(3學
分)]，2選１

實用英文 4 2 2 跨班

當代軍事科技 1 1 跨班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1 1 跨班

體適能 2 1 1
跨班

[國語文選(2學分)+體適能(1
學分)]和[原住民族語文(3學
分)]，2選１

專
業
科

6學分
4.55%

汽油噴射引擎 2 2
跨班

汽油噴射引擎、柴油引擎原
理、引擎技術進階、機械材料,
上述科目4選2。

柴油引擎原理 2 2
跨班

汽油噴射引擎、柴油引擎原
理、引擎技術進階、機械材料,
上述科目4選2。

汽車電系原理 2 2
跨班

汽車電系原理、底盤技術進
階、力學進階,上述科目3選1。

引擎技術進階 2 2
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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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選
修

目 汽油噴射引擎、柴油引擎原
理、引擎技術進階、機械材料,
上述科目4選2。

底盤技術進階 2 2
跨班

汽車電系原理、底盤技術進
階、力學進階,上述科目3選1。

機械材料 2 2
跨班

汽油噴射引擎、柴油引擎原
理、引擎技術進階、機械材料,
上述科目4選2。

力學進階 2 2
跨班

汽車電系原理、底盤技術進
階、力學進階,上述科目3選1。

實
習
科
目

10學分
7.58%

機電製圖實習 4 4
跨班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 

機器腳踏車綜合實習 3 3
跨班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 

機器腳踏車綜合檢修實
習 3 3

跨班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               跨班

小計小計 28 0 0 13 15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 68 8 10 22 28
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 124 31 31 31 31
團體活動時間團體活動時間 (節數節數) 12 3 3 3 3
彈性學習時間彈性學習時間 (節數節數) 4 1 1 1 1
每週總上課節數每週總上課節數 35 35 35 35
職前訓練職前訓練 4 4

寒暑假
課程

一
般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實
習
科
目

車輛定期保養實習 3 3 協同教學

車身電器系統綜合檢修實習 3 3 協同教學

油電混合動力基礎實習 4 4 協同教學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返校課程
實
習
科
目
電動機車基礎實習 2 1 1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在校期間應修習總學分數在校期間應修習總學分數 140
建教合作機建教合作機

構構
職業技能訓職業技能訓

練練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一一)

16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二二)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三三) 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四四) 4

應修習總學分數應修習總學分數 156 31 3 31 3 31 4 31 4 4 5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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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架構表二、課程架構表

(系統產生系統產生) 表6-2-1-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課程架構表 (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數 百分比

部
定

一般科目 36學分 36 27.27%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8 6.06%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9.09%

合        計 56 42.42%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
修

一般科目

68-80學分

6 4.55%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4 3.03%
實習科目 28 21.21%

選
修

一般科目 8 6.06%
專業科目 16 12.12%
實習科目 14 10.61%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科目80%以上
(以校訂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 62 81.58%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 60%以上
(以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 42 67.74% 系統設計

合        計 76 57.58% 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12-18節 12節 系統設計
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 0-6節 0節 系統設計

每週總上課節數 35節 35節 系統設計
基礎訓練 8-12學分 8學分 系統設計

職業技能訓練 24學分 24學分 系統設計
應修習總學分數 156-168學分 164學分 系統設計

 
課程
實施
規範
畢業
條件

應修習總學分數156-168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50學分。

備註：部定科目及校訂必選修科目之百分比計算，係以 132學分做為所佔學分數百分比之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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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1-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課程架構表 (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數 百分比

部
定

一般科目 36學分 36 27.27%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6 4.55%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9.09%

合        計 54 40.91%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
修

一般科目

68-80學分

6 4.55%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7 5.30%
實習科目 29 21.97%

選
修

一般科目 8 6.06%
專業科目 12 9.09%
實習科目 16 12.12%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科目80%以上
(以校訂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 64 82.05%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 60%以上
(以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 45 70.31% 系統設計

合        計 78 59.09% 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12-18節 12節 系統設計
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 0-6節 0節 系統設計

每週總上課節數 35節 35節 系統設計
基礎訓練 8-12學分 8學分 系統設計

職業技能訓練 24學分 24學分 系統設計
應修習總學分數 156-168學分 164學分 系統設計

 
課程
實施
規範
畢業
條件

應修習總學分數156-168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50學分。

備註：部定科目及校訂必選修科目之百分比計算，係以 132學分做為所佔學分數百分比之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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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1-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課程架構表 (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數 百分比

部
定

一般科目 36學分 36 27.27%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6 4.55%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9.09%

合        計 54 40.91%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
修

一般科目

68-80學分

6 4.55%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9 6.82%
實習科目 21 15.91%

選
修

一般科目 8 6.06%
專業科目 12 9.09%
實習科目 22 16.67%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科目80%以上
(以校訂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 64 82.05%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 60%以上
(以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 43 67.19% 系統設計

合        計 78 59.09% 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12-18節 12節 系統設計
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 0-6節 0節 系統設計

每週總上課節數 35節 35節 系統設計
基礎訓練 8-12學分 8學分 系統設計

職業技能訓練 24學分 24學分 系統設計
應修習總學分數 156-168學分 164學分 系統設計

 
課程
實施
規範
畢業
條件

應修習總學分數156-168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50學分。

備註：部定科目及校訂必選修科目之百分比計算，係以 132學分做為所佔學分數百分比之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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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1-4  家政群美容科課程架構表 (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數 百分比

部
定

一般科目 36學分 36 27.27%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8 6.06%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9.09%

合        計 56 42.42%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
修

一般科目

68-80學分

6 4.55%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2 9.09%
實習科目 28 21.21%

選
修

一般科目 8 6.06%
專業科目 10 7.58%
實習科目 12 9.09%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科目80%以上
(以校訂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 62 81.58%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 60%以上
(以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 40 64.52% 系統設計

合        計 76 57.58% 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12-18節 12節 系統設計
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 0-6節 0節 系統設計

每週總上課節數 35節 35節 系統設計
基礎訓練 8-12學分 8學分 系統設計

職業技能訓練 24學分 24學分 系統設計
應修習總學分數 156-168學分 164學分 系統設計

 
課程
實施
規範
畢業
條件

應修習總學分數156-168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50學分。

備註：部定科目及校訂必選修科目之百分比計算，係以 132學分做為所佔學分數百分比之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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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1-5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課程架構表 (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數 百分比

部
定

一般科目 36學分 36 27.27%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4 3.03%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9.09%

合        計 52 39.39%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
修

一般科目

68-80學分

6 4.55%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8 6.06%
實習科目 28 21.21%

選
修

一般科目 8 6.06%
專業科目 14 10.61%
實習科目 16 12.12%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科目80%以上
(以校訂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 66 82.50%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 60%以上
(以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 44 66.67% 系統設計

合        計 80 60.61% 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12-18節 12節 系統設計
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 0-6節 0節 系統設計

每週總上課節數 35節 35節 系統設計
基礎訓練 8-12學分 8學分 系統設計

職業技能訓練 24學分 24學分 系統設計
應修習總學分數 156-168學分 164學分 系統設計

 
課程
實施
規範
畢業
條件

應修習總學分數156-168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50學分。

備註：部定科目及校訂必選修科目之百分比計算，係以 132學分做為所佔學分數百分比之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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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課程架構表 (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階梯式)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數 百分比

部
定

一般科目 36學分 36 27.27%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8 6.06%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9.09%

合        計 56 42.42%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
修

一般科目

68-80學分

0 0.00%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4 10.61%
實習科目 26 19.70%

選
修

一般科目 12 9.09%
專業科目 6 4.55%
實習科目 10 7.58%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科目80%以上
(以校訂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 56 82.35%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 60%以上
(以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 36 64.29% 系統設計

合        計 68 51.52% 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8-12節 12節 系統設計
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 0-4節 4節 系統設計

每週總上課節數 35節 35節 系統設計
職前訓練 4學分 4學分 系統設計
寒暑假課程 12-16學分 10學分 系統設計

第三學年返校課程 2學分 系統設計
職業技能訓練 16學分 16學分 系統設計
應修習總學分數 156-168學分 156學分 系統設計

 
課程
實施
規範
畢業
條件

應修習總學分數156-168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50學分。

備註：部定科目及校訂必選修科目之百分比計算，係以 132學分做為所佔學分數百分比之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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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技能訓練計畫三、職業技能訓練計畫

表6-3-1-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輪調式建教合作班職業技能訓練
(以科為單位，1科1式1表)

梯次梯次
(例如：甲、乙梯例如：甲、乙梯)

職業訓練日期職業訓練日期
(例如：例如：110/09/01 ~ 110/11/30) 人數人數 備註備註

甲梯甲梯

110/09/01 ~ 110/11/30 45
111/03/01 ~ 111/05/31 45
111/09/01 ~ 111/11/30 45
112/03/01 ~ 112/05/31 45
112/09/01 ~ 112/11/30 45
113/03/01 ~ 113/05/31 45

乙梯乙梯

110/12/01 ~ 111/02/28 45
111/06/01 ~ 111/08/31 45
111/12/01 ~ 112/02/28 45
112/06/01 ~ 112/08/31 45
112/12/01 ~ 113/02/29 45
113/06/01 ~ 113/08/3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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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1-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輪調式建教合作班職業技能訓練
(以科為單位，1科1式1表)

梯次梯次
(例如：甲、乙梯例如：甲、乙梯)

職業訓練日期職業訓練日期
(例如：例如：110/09/01 ~ 110/11/30) 人數人數 備註備註

甲梯甲梯

110/09/01 ~ 110/11/30 20
111/03/01 ~ 111/05/31 20
111/09/01 ~ 111/11/30 20
112/03/01 ~ 112/05/31 20
112/09/01 ~ 112/11/30 20
113/03/01 ~ 113/05/31 20

乙梯乙梯

110/12/01 ~ 111/02/28 20
111/06/01 ~ 111/08/31 20
111/12/01 ~ 112/02/28 20
112/06/01 ~ 112/08/31 20
112/12/01 ~ 113/02/29 20
113/06/01 ~ 113/08/3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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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1-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輪調式建教合作班職業技能訓練
(以科為單位，1科1式1表)

梯次梯次
(例如：甲、乙梯例如：甲、乙梯)

職業訓練日期職業訓練日期
(例如：例如：110/09/01 ~ 110/11/30) 人數人數 備註備註

甲梯甲梯

110/09/01 ~ 110/11/30 1
111/03/01 ~ 111/05/31 1
111/09/01 ~ 111/11/30 1
112/03/01 ~ 112/05/31 1
112/09/01 ~ 112/11/30 1
113/03/01 ~ 113/05/31 1

乙梯乙梯

110/12/01 ~ 111/02/28 1
111/06/01 ~ 111/08/31 1
111/12/01 ~ 112/02/28 1
112/06/01 ~ 112/08/31 1
112/12/01 ~ 113/02/29 1
113/06/01 ~ 113/08/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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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1-4  家政群美容科輪調式建教合作班職業技能訓練
(以科為單位，1科1式1表)

梯次梯次
(例如：甲、乙梯例如：甲、乙梯)

職業訓練日期職業訓練日期
(例如：例如：110/09/01 ~ 110/11/30) 人數人數 備註備註

甲梯甲梯

110/09/01 ~ 110/11/30 1
111/03/01 ~ 111/05/31 1
111/09/01 ~ 111/11/30 1
112/03/01 ~ 112/05/31 1
112/09/01 ~ 112/11/30 1
113/03/01 ~ 113/05/31 1

乙梯乙梯

110/12/01 ~ 111/02/28 1
111/06/01 ~ 111/08/31 1
111/12/01 ~ 112/02/28 1
112/06/01 ~ 112/08/31 1
112/12/01 ~ 113/02/29 1
113/06/01 ~ 113/08/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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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1-5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輪調式建教合作班職業技能訓練
(以科為單位，1科1式1表)

梯次梯次
(例如：甲、乙梯例如：甲、乙梯)

職業訓練日期職業訓練日期
(例如：例如：110/09/01 ~ 110/11/30) 人數人數 備註備註

甲梯甲梯

110/09/01 ~ 110/11/30 90
111/03/01 ~ 111/05/31 90
111/09/01 ~ 111/11/30 90
112/03/01 ~ 112/05/31 90
112/09/01 ~ 112/11/30 90
113/03/01 ~ 113/05/31 90

乙梯乙梯

110/12/01 ~ 111/02/28 90
111/06/01 ~ 111/08/31 90
111/12/01 ~ 112/02/28 90
112/06/01 ~ 112/08/31 90
112/12/01 ~ 113/02/29 90
113/06/01 ~ 113/08/3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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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2-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職業技能訓練
(以科為單位，1科1式1表，班級請分別臚列)

班級名稱班級名稱 職業訓練日期職業訓練日期
(例如：例如：112/08/01 ~ 113/06/01) 人數人數 備註備註

汽車科階梯式汽車科階梯式 112/08/01 ~ 113/06/0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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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說明：
1. 建教合作班團體活動時間每週 2-3節，含班級活動1節；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等每週 1-2節。
班級活動列為導師每週基本授課節數。

2. 學校宜以三年整體規劃、逐年實施為原則，一學年或一學期之總節數配合實際教學需要，彈性安排各項活動，不受每週 1節或每
週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各1節之限制。

3. 本表以校為單位，1校1式1表。
4. 輪調式每學期以12週計算。

表表7-1-1  (輪調式輪調式)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班級活動節數 12 12 12 12 12 12

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節數 12 12 12 12 12 12
合計 24 24 24 24 2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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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7-1-2  (階梯式階梯式)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班級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節數 36 36 36 36
合計 54 54 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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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

    (須註明Ｏ年Ｏ月Ｏ日第Ｏ次課發會通過 )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107年7月27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8年12月2日108學年度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令發布、106年5月1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048266A號令發布修
正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
(二)教育部107年2月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148749B號令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課程規劃及實
施要點)。
二、目的：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以落實總綱「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理念，實踐總綱藉由多元學習活動、補強性教
學、充實增廣教學、自主學習等方式，拓展學生學習面向，減少學生學習落差，促進學生適性發展為目的，特訂定本校彈性學習時間補
充規定(以下簡稱本補充規定)。
三、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原則
(一)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於學生高一至高三在校上課每週35節中，開設每週一節，以每9週一個階段為主之微課程，學期中分成2個階
段實施；課程規劃依各群科特性和學生需求，規劃學校特色活動或者符合學生職涯發展的充實(增廣)課程或補強性教學內容，或是提供
學生自主學習。另外，得配合學生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以上的競賽，依校內各群科(班)或跨群科，進行選手培訓。
(二)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所規劃的微課程，應詳列課程名稱、開設學年、適用群科、每週節數、開設週數、開設類型和師資規劃等，規劃
表如附件1。
(三)各領域/群科教學研究會，得依各科之特色課程發展規劃，於教務處訂定之時間內提出選手培訓、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之開
設申請；各處室得依上述原則提出學校特色活動之開設申請。
(四)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地點以本校校內為原則；如有特殊原因需於校外實施者，應經校內程序核准後始得實施。
(五)採全學期授課規劃者，應於授課之前一學期完成課程規劃，並由學生自由選讀，該選讀機制比照本校校訂選修科目之選修機制；另
授予學分之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課程，其課程開設應完成課程計畫書所定課程教學計畫，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列入課
程計畫書，或經課程計畫書變更申請通過後，始得實施。
四、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內容
(一)學生自主學習：學生得於彈性學習時間，依本補充規定提出自主學習之申請。
(二)選手培訓：由教師就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以上競賽之選手，規劃與競賽相關之培訓內容，實施培訓指導；培訓期程以該項競賽辦理
前1個月為原則，申請表件如附件1-1；必要時，得由指導教師經主責該項競賽之校內主管單位同意後，向教務處申請再增加至多2
週，申請表件如附件1-2。實施選手培訓之指導教師應填寫指導紀錄表如附件1-3。
(三)充實（增廣）教學：由教師規劃與各領域課程綱要或各群科專業能力相關之課程，其課程內涵可包括單一領域探究型或實作型之充
實教學，或跨領域統整型之增廣教學。
(四)補強性教學：由教師依學生學習落差情形，擇其須補強科目或單元，規劃教學活動或課程；其中教學活動為短期授課，得由學生提
出申請、或由教師依據學生學習落差較大之單元，於各次期中考後2週內，向教務處提出開設申請及參與學生名單，並於申請通過後實
施，申請表件如附件2-1；其授課教師應填寫教學活動實施規劃表如附件2-2；另補強性教學課程為全學期授課者，教師得開設各該學
期之前已開設科目之補強性教學課程。實施補強性教學活動之教師應填寫指導紀錄表如附件2-3。
(五)學校特色活動：由學校辦理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其活動名稱、辦理方式、時間期程、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應納
入學校課程計畫；另得由教師就實踐本校學生圖像所需之內涵，開設相關活動（主題）組合之特色活動，其相關申請表件如附件3。
前項各款實施內容，除選手培訓外，其規劃修讀學生人數應達12人以上；另除學校運動代表隊培訓外，選手培訓得與學生自主學習合
併實施。
五、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規範
(一)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時段，應於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所定每週實施節次內為之。
(二)學生申請自主學習，應依附件4-1完成自主學習申請表暨計畫書，並得自行徵詢邀請指導教師指導，由個人或小組（至多40人）提
出申請，經教務處彙整後，依其自主學習之主題與性質，指派校內具相關專長之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師。
(三)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者，應系統規劃學習主題、內容、進度、目標及方式，並經指導教師指導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送交指導教師
簽署後，依教務處規定之時程及程序，完成自主學習申請。
(四)每位指導教師之指導學生人數，以12人以上、40人以下為原則。指導教師應於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定期與指導學生進行個別或團
體之晤談與指導，以瞭解學生自主學習進度、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建議，並依附件4-2完成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表。
(五)學生完成自主學習申請後，應依自主學習計畫書之規劃實施，並於各階段彈性學習時間結束前，將附件4-3之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
彙整成冊；指導教師得就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之內容、自主學習成果彙編之完成度、學生自主學習目標之達成度或實施自主學習過
程之參與度，針對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之檢核提供質性建議。
六、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學生選讀方式
(一)學生自主學習：採學生申請制；學生應依前點之規定實施。
(二)選手培訓：採教師指定制；教師在獲悉學生代表學校參賽始（得由教師檢附報名資料、校內簽呈或其他證明文件），由教師填妥附
件1-1資料向教務處申請核准後實施；參與選手培訓之學生，於原彈性學習時間之時段，則由學務處登記為公假。
選手培訓所參加之競賽，以教育部、教育局（處）或國家單位主辦之競賽為限。
(三)充實（增廣）教學：採學生選讀制。
(四)補強性教學：
1. 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由學生選讀或由教師依學生學習需求提出建議名單；並填妥附件2-1、2-2資料向教務處申請核准後實施。
2. 全學期授課之課程：採學生選讀制。
(五)學校特色活動：採學生選讀制。
(六)第(三)、(四)、(五)類彈性學習時間方式，其選讀併同本校校訂選修科目之選修一同實施。
七、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授予方式
(一)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依實際內容可採計為學生畢業總學分。
(二)彈性學習時間之成績，不得列入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計算，亦不得為彈性學習時間學年學業成績之計算。
(三)學生修讀本校課程計畫訂定得授與學分之彈性學習時間課程，並符合以下要件者，其彈性學習時間得授予學分：
1.修讀全學期授課之充實（增廣）教學或補強性教學課程。
2.修讀期間缺課節數未超過該教學課程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
3.修讀後，經任課教師評量後，學生學習成果達及格基準。
(四)彈性學習時間未取得學分之教學課程不得申請重修。
八、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教師教學節數及鐘點費編列方式
(一)學生自主學習：指導學生自主學習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但教師指導鐘點費之核發，不得超過學生自主學習
總節數二分之一。
(二)選手培訓：指導學生選手培訓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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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
1.個別教師擔任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課程全學期授課或依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者，得計列為其每週教學節數。
2.二位以上教師依序擔任全學期充實（增廣）教學之部分課程授課者，各該教師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時，得分別計列教學節數；授
課比例未滿足全學期授課時，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3.個別教師擔任補強性教學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者，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四)學校特色活動：由學校辦理之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依各該教師實際授課節數核發鐘點費，教師若無授課或指導事實者
不另行核發鐘點費。
九、本補充規定之實施檢討，應就實施內涵、場地規劃、設施與設備以及學生參與情形，定期於每學年之課程發展委員會內為之。
十、本補充規定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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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二、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須註明Ｏ年Ｏ月Ｏ日第Ｏ次課發會通過 )
    本項目得併入第一項「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但應獨立條目陳列。
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規範
(一)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時段，應於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所定每週實施節次內為之。
(二)學生申請自主學習，應依附件4-1完成自主學習申請表暨計畫書，並得自行徵詢邀請指導教師指導，由個人或小組（至多40人）提
出申請，經教務處彙整後，依其自主學習之主題與性質，指派校內具相關專長之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師。
(三)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者，應系統規劃學習主題、內容、進度、目標及方式，並經指導教師指導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送交指導教師
簽署後，依教務處規定之時程及程序，完成自主學習申請。
(四)每位指導教師之指導學生人數，以12人以上、40人以下為原則。指導教師應於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定期與指導學生進行個別或團
體之晤談與指導，以瞭解學生自主學習進度、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建議，並依附件4-2完成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表。
(五)學生完成自主學習申請後，應依自主學習計畫書之規劃實施，並於各階段彈性學習時間結束前，將附件4-3之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
彙整成冊；指導教師得就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之內容、自主學習成果彙編之完成度、學生自主學習目標之達成度或實施自主學習過
程之參與度，針對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之檢核提供質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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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三、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說明：
1. 若開設類型授予學分數者，請於備註欄位加註說明。
2. 課程類型為「充實(增廣)性教學」或「補強性教學」，且為全學期授課採計學分時，須檢附教學大綱，敘明授課內容等。
3. 實施對象請填入學程、班級 ......等
4. 本表以校為單位，1校1式1表。
5. 輪調式每學期以12週計算。

表8-1-1(輪調式)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開設
年段

開設
名稱

每週
節數

開設
週數

實施
對象

開設類型(可勾選) 師資
規劃
(勾選
是否
內外聘)

備註
(勾選
是否
授學分)

自主
學習

選手
培訓

充實性
(增廣性)
教學

補強性
教學

學校
特色
活動

第
一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汽車科
資訊科
電機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期

汽車科
資訊科
電機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汽車科
資訊科
電機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期

汽車科
資訊科
電機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三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汽車科
資訊科
電機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期

汽車科
資訊科
電機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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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2(階梯式)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開設
年段

開設
名稱

每週
節數

開設
週數

實施
對象

開設類型(可勾選) 師資
規劃
(勾選
是否
內外聘)

備註
(勾選
是否
授學分)

自主
學習

選手
培訓

充實性
(增廣性)
教學

補強性
教學

學校
特色
活動

第
一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量具使用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車輛能源新世界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戀戀情深書信技巧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透視英文塔羅牌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機率好好玩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期

機車改裝技巧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車輛演進史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小論文文案設計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看Voice Tube學英文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數獨行不行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第
一
學
期

車輛故障緊急處置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流行歌曲填詞創作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跑酷英文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UNO、UFO傻傻分不清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未來車輛新知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例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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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第
二
學
期

談判溝通技巧 1 9 汽車科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英文歌喉讚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金字塔的祕密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汽車接待禮儀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交通安全你與我 1 9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三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期

汽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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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部定一般科目社會、自然科學跨領域附件一：部定一般科目社會、自然科學跨領域/跨科課程規劃跨科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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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一)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附表附2-1-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數列
與級數

1-1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1-2等比數列與等比級數 8

(二)機率
2-1樣本空間與事件
2-2機率的性質
2-3數學期望值

10

(三)排列
組合

3-1乘法原理與樹狀圖
3-2排列
3-3組合
3-4二項式定理

12

(四)三角
函數的應
用

1-1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
1-2正弦與餘弦定理
1-3解三角形問題

14

(五)二次
曲線

1-1圓方程式 
1-2圓與直線的關係
1-3拋物線的圖形與標準式
1-4橢圓的圖形與標準式
1-5雙曲線

12

(六)微積
分及其應
用

3-1極限的概念
3-2多項函數的導數與導函數
3-3微分公式
3-4微分的應用
3-5積分的概念與反導函數
3-6多項函數的積分

16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可採紙筆測驗、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等多元形式，並應避免偏重紙筆測驗。
二、學習評量應兼顧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並可視學生實際需要，實施診斷性評量、安置性評量或學生轉銜評估。
三、教師應依據學習評量需求自行設計學習評量工具。評量的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不同階級/背景/文化
及核心素養內涵，並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不同層面的學習表現，彈性設計評量的深度與廣度。

教學資源

一、透過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行動研究、課堂教學研究等多
元專業發展活動方式，以不斷提升自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二、在學生已熟練計算原理的情況下，為避免太多繁複計算降低學習效率，允許學生於學習及評量中適當地使用計算機。
例如指數、對數函數及三角函數求值…等。
三、善用各種教學資訊平臺，如教育部高職數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材、均一教育平台、可汗學院及可汗學院（中文
版）…等。
四、在學生已熟練計算原理的情況下，為避免太多繁複計算降低學習效率，允許學生於學習及評量中適當地使用計算機。
例如指數、對數函數及三角函數求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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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應顧及日常生活與職業群中現實問題的應用，連結專業科目課程學習，並在教材中安排隨堂練習，供學生在
課堂上演練，使理論與應用並重，在情境中求真實。
二、除了知識內容的學習，更強調學習歷程和學習表現的重要，使學生喜歡學習及學會如何學習。
三、教材的呈現應循序漸進，適當鋪陳，引發學習動機，注意學生學習心理，可設計學習活動增加學生學習歷程之體驗。
四、教師可透過提問、討論、欣賞、發表、操作、情境體驗等有效的教學活動與策略，引導學生創造與省思，提供學生更
多參與互動及力行實踐的機會，以強化學生主動學習的角色。
五、教師指派學生作業宜多元、適性與適量，並讓學生了解作業的意義和表現基準，以提升學習動機、激發學生思考與發
揮想像、延伸與應用所學，並讓學生從作業回饋中獲得成就感。
六、教材內容需衡量未來進入技專校院所需之數學能力以，並提供高層次認知思考能力之學習素材，讓學生習得運用知識
解決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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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國語文選
英文名稱 Chinese Collection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電機科 汽車科 美容科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3 3 3 3

學分數 2 2 2 2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提高學生閱讀及寫作之能力
二、培養學生閱讀及欣賞淺近古籍及現代詩之能力。
三、啟發學生對文學的興趣及思考。
四、培養學生思考、創造及充份表達意見之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始得西山宴遊記 學習柳宗元面對逆境，雖然一開始悶悶不樂，後來敞開心胸的心境 7
(二)火車與稻田 本文闡述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別，以及火車在本課所代表的角色。 5
(三)赤壁賦 認識蘇軾生平、及創作本文的胸襟與以順處逆的人生態度。 7
(四)燭之武退秦師 認識左傳及燭之武說服秦穆公罷戰轉而協防之事。 7
(五)劉姥姥進大觀園 體會劉姥姥得為人處事態度及賈府興盛時期的奢華樣貌。 6
(六)蒹葭 學習蒹葭一詩中所傳達的深情與意境。 4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第一、二、三次定期考查成績(含紙筆測驗50%、平常表現及作業50%)
(二)學期總成績：第一、二次定考平均成績*30%+第三次定考平均成績*30%+平時總考核*40%)
(三)評量方式：
1.定期考試評量
2.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

教學資源 黑板粉筆、課本、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試題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範文講解，宜先輔導學生作預習，明瞭課文大意並引起動機。
二、講授時，須注意下列各項之解釋：
1、全篇主旨，體裁及作法。
2、生字之形音義，詞彙之相合及成語典故之出處、用法。
3、內容及段落大意，尤其注意文字運用的技巧。
4、有文言文與語體，文法之異同、詞性及虛字的用法。
三、精選範文以熟讀深思為主；短篇文言文、詩詞、佳句均宜背誦。
四、語體文講解時，應指示全篇主旨，全文結構。並以提問或討論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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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實用英文
英文名稱 Practical English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美容科 電機科 汽車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3/3 3/3 3/3 3/3

學分數 2/2 2/2 2/2 2/2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培養本校學生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與應用能力。
二、 利用教育性、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英文文章了解語言文化。
三、 培養學習英語文之興趣和動機。
四、 吸收人文、科學及社會相關知識。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
註

(一)Friends
1.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one’s friends.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It is no wonder that…; such…as…

4

(二)Adventure Sports in
Queenstown

1.To know Queenstown, a town in New Zealand.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be known as…; more than…

5

(三)Organic Foods
1.To kn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rganic foods and conventional food.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beV+ Vp.p + by

4

(四) The Immune System
1.To know our immune system in English.
2.To fill out the English forms. 
3.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4.To know the patterns: S, including + N, + V 

4

(五) Fisherman’s Wharf
1.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Fisherman’s Wharf in
Danshui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pattern: be combined with/ both…and…

5

(六)Art
1.To know about the evolution of art.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of the artists’ background or style.
4.To know the pattern: so…that… 

4

(七)E-mails
1.To learn how to write an e-mail.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Review the usage of frequency adverb.
4.To know the patterns: Wheather+S+V…,S+V…

5

(八)The Arctic Ice Cap
1.To know the results of the Arctic ice melting.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pattern: more and more+adj

5

(九) Nothing Is Impossible
1.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optimism.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To one’s emotional adjective…;
linking verbs

4

(十)Soccer

1.To introduce the sport soccer.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be considered to be…」and 「as…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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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Pizza
1.To introduce the origin of pizza.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too…to」

4

(十二)Robot
1.To introduce new technology “Robots”.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had＋Vp.p.」

4

(十三)The Bermuda
Triangle

1.To know “the Bermuda Triangle.”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倒裝句法「…也…」：So +助動詞/
Be動詞+主詞; What makes +O + (N/Adj) +單數動詞…

5

(十四)Sherlock Holmes
1.To know Sherlock Holmes.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participial construction; superlative 
degree. 

4

(十五)Ad
1.To know the ad thoroughly.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with+ O+ adj./ with+ O+ V-ing / with+
O+ Vpp / with+ O+ 介系詞片語.

5

(十六)H1N1
1.To know what is H1N1 and how to preven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2.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 “ All one need/can do is + VR “

5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每課範文教完後，應作學習效果評量，藉以測知學生學習及自我教學績效。
二、課後作業應完成並繳交批閱。
三、考試：分平時測驗、定期考查。
四、評量方式：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定期考試評量。
五、評分標準：
(一)平時成績佔40%(含上課態度、隨堂測驗及作業)
　　(二)第一次定期考查佔30%
　　(三)第二次定期考查佔30%

教學資源

一、教導學生如何做好預習及複習進度。
二、採課堂講述法，並搭配習題加以練習，使學生充分了解課程精義所在。
三、依據進度舉辦平時考試，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果。
四、定期派作業並批閱，使學生熟能生巧。
五、適度使用多媒體教材進行教學，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學習預期成效，單元目標方面：
1.認知方面：利用教育性、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英文文章了解語言文化。
2.技能方面：培養本校學生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與應用能力。
3.情意方面：培養學習英語文之興趣和動機。
行為目標方面：
1.吸收人文、科學及社會相關知識。
2.具備基本職場應用單字及口語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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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體適能
英文名稱 Physical fitnes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電機科 汽車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1/2/2/1 1/2/2/1 1/2/2/1 1/2/2/1 1/2/2/1

學分數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鍛鍊學生身心、使其均衡發展。
二、充實體育知識、培養運動興趣。
三、鍛練運動技能、提高適應能力。
四、培養運動習慣、充實休閒生活。
五、培養優雅風度、樹立守法精神。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排球

排球運動簡介,低手傳球
高手傳球
扣球,底線對地扣球練習、底線對空扣球練習
對牆扣球、步伐練習、空拋跳躍扣球
發球練習
接發球練習
舉球練習
守備練習
站位與輪轉、球的路線分析
虛攻球、快攻球
B式快攻、A式快攻
針對快攻攔網

10

(二)籃球

一對一運球過人、一對二運球過人
接傳球
投籃
帶球上籃
移位傳接球
運球急停跳投
接球投籃、轉身投籃
行進間傳球步伐練習
運球急停跳投
接球投籃、轉身投籃

10

(三)羽球

握拍、正拍擊球
正拍擊球、反拍擊球
發球練習
基本步伐、規則簡介
組合步伐練習與應用
上網步伐、後場區步伐練習
?合練習、單打戰術

10

(四)田徑
短距離跑基本動作
起跑 加速跑 彎道跑
中距離跑
急行跳遠

10

足內側傳球、停球、足背、大腿停球
胸部停球、頭頂傳球
定點射門、球移動射門
綜合動作－比賽25定點射門測驗
傳接球、腳內側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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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足球 正足背傳接
傳接高球
五人制足球基本介紹、規則
自由球、十二碼罰球練習
角球、場邊擲球練習

10

(六)壘球

傳接球（含滾地防守球）
防守動作練習
攻擊動作練習
比賽綜合動作練習
跑壘技巧、滑壘動作
進階投球練習(內旋球、外旋球)
進階守備練習(補位、內野快傳)
進階打擊練習 (平推、滾地、長打
、 犧牲)

10

(七)有氧健身操
熱身動作(一)到(六)
主要活動(七)到(十三)
緩和活動(十四)到(十六)

10

(八)水上安全與救生及 運動傷害訪
護

水上安全與救生及
運動傷害訪護宣導講座 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第一、二、三次定期考查成績(含紙筆測驗50%、平常表現及作業50%)
(二)學期總成績：第一、二次定考平均成績*30%+第三次定考平均成績*30%+平時總考核
*40%)
(三)評量方式：
1.定期考試評量
2.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

教學資源
一、學習踏實基本動作認知及增進技術、技能之成效。
二、學習全員參與，增強基本體能。
三、學習從簡而難，由個別技能到團隊合作競賽之學習成效。
四、教科書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慢跑(培養基本體能)再暖身運動。
二、三段式教學:(講解示範、分組練習、檢討評量)。
三、教學方法:
(1)示範模擬法。(2)分組練習法。
(3)學生導師法。(4)檢查糾正法。
(5)相互競賽法。(6)觀摩比較法。
(7)個別輔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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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0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原住民族語文-排灣語
英文名稱 Aboriginal Language - Paiwan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資訊科 電機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2/1 3/3/2/1 3/3/2/1 3/3/2/1 3/3/3

學分數 2/2/1/1 2/2/1/1 2/2/1/1 2/2/1/1 2/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啟發學習原住民族語文的興趣。 
二、習得原住民族語文理解、表達、溝通的能力。
三、強化原住民族語文涵養與族群認同。 
四、傳承原住民族智慧及文化創新之素養。 
五、培養多語言知能與多文化視野。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原住民語文-
語音 1.各方言語調所表達的意義與情緒。 6

(二)原住民語文-
語音 1.各方言語調所表達的意義與情緒。 6

(三)原住民語文-
語詞 1.各方言別同一語詞的不同說法（方言詞彙）。 2.創新詞。 12

(四)原住民語文-
語詞 1.各方言別同一語詞的不同說法（方言詞彙）。 2.創新詞。 12

(五)原住民語文-
句型 1.複雜句（認知、從屬、連動、樞紐等結構）。 2.不同部落的習慣用語。 12

(六)原住民語文-
句型 1.複雜句（認知、從屬、連動、樞紐等結構）。 2.不同部落的習慣用語。 12

(七)原住民語文-
段落/篇章

1.自己的想法與願望。 2.事情的始末。 3.各類文體及資訊媒材（教師視學生程度作難易度調
整）。 9

(八)原住民語文-
段落/篇章

1.自己的想法與願望。 2.事情的始末。 3.各類文體及資訊媒材（教師視學生程度作難易度調
整）。 9

(九)原住民文化-
生活用語 1.節慶代表的意義。 2.文化祭儀的個人觀點。 3.生涯規劃。 4.部落公眾事務。 9

(十)原住民文化-
生活用語 1.節慶代表的意義。 2.文化祭儀的個人觀點。 3.生涯規劃。 4.部落公眾事務。 9

(十一)原住民文
化-自然地理與傳
統領域

1.部落尋根活動。 9

(十二)原住民文
化-自然地理與傳
統領域

1.部落尋根活動。 9

(十三)原住民文
化-生命禮俗 1.文化祭儀的傳說故事。 2.文化祭儀活動參與經驗的分享。 3.歲時祭儀用語。 12

(十四)原住民文
化-生命禮俗 1.文化祭儀的傳說故事。 2.文化祭儀活動參與經驗的分享。 3.歲時祭儀用語。 12

(十五)原住民文
化-祖先的話語 1.祭儀的歌曲。 9

(十六)原住民文
化-祖先的話語 1.祭儀的歌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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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原住民文
化-傳統歌謠 1.傳統歌謠的賞析。 6

(十八)原住民文
化-傳統歌謠 1.傳統歌謠的賞析。 6

(十九)原住民文
化-漁獵文化/歲
時祭儀

1.漁獵的生態知識。 2.部落漁獵人的故事。 9

(二十)原住民文
化-漁獵文化/歲
時祭儀

1.漁獵的生態知識。 2.部落漁獵人的故事。 9

(二十一)原住民
文化-農耕文化/
歲時祭儀

1.農耕工作的生態知識及分享參與經驗。 9

(二十二)原住民
文化-農耕文化/
歲時祭儀

1.農耕工作的生態知識及分享參與經驗。 9

(二十三)原住民
文化-氣候/歲時
祭儀

1.祈天祭（如：祈雨、祈晴）。 2.自然災害用語（如：颱風、土石流等）。 6

(二十四)原住民
文化-氣候/歲時
祭儀

1.祈天祭（如：祈雨、祈晴）。 2.自然災害用語（如：颱風、土石流等）。 6

合計 21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評量的範圍應與教學目標密切配合，可分為知識、思考、認知理解、技能和情意等類
別。除了紙筆測驗之外，可兼採聽力與口說測驗等方式。聽力測驗宜著重理解文本的內容大
意與重點；口說測驗宜著重使用適切的原住民族語完成溝通任務。另外，角色扮演、配對練
習、小組互動、平時的課堂表現、學習態度、課堂參與、作業書寫與繳交情形等皆可列入評
量範圍。
(二)評量方式應考慮其全面、客觀及多元性，並涵蓋強化溝通與合作學習能力的評量（如：
口語表達、遊戲化評量等）。
(三)學習評量應兼顧診斷性評量、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且宜採用多元學習評量為原則
（如：紙筆測驗、口語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等）。例如在進行部落踏查或參與文化祭
儀時，得邀請部落/社區耆老或家長參與，多方檢核學生對原住民族語文及文化的了解與認
同。
(四)原住民族語文的學習評量，除了應視為課程發展的一部分，並適度結合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認證分級制度。
(五)教師規劃學習評量時，應以學生為主體，根據教學目標檢視學習成果，並事先告知學生
評量的相關內容與方法。
(六)評量以口語表達、生活應用對話、實作表現為主，紙筆測驗為輔。
(七)評量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養內涵，包括語言、文
學、社會生活等面向。應注重語言技能（聆聽、說話、閱讀、書寫、綜合應用能力），且以
實用性為主。難易度應符合學生程度，宜依照適性原則編寫，取材避免冷僻艱深，亦應對特
殊生個別需求提供適當的評量調整。
(八)學習評量結果可用質性描述呈現。質性描述包括學生學習目標的達成情形、學習的優
勢、課內外課程活動的參與情形、學習動機與態度、跨文化領域的理解程度等。
(九)有關學習評量的回饋應用，建議教師可建立學生個人化的檔案，於每次評量後進行簡易
分析，以評估詴題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並診斷學生的學習狀況，提供學生加深、加廣或補
救教學的適性學習輔導。

教學資源

(一)教學資源要素：教學資源是落實教學現場有效教學重要的要素，主要包含教學環境、教學材料及教學支持系統
三個面向，其內容包含資源中心、資源教室、教學空間、教學設施、教材、圖書設備、數位資源、教師專業增能、
家庭教育、社會參與。 
(二)資源中心與資源教室：原住民族地區學校及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應依《原住民族教育法》，設置民族教育資源教
室或中心，協助各校推動與發展原住民族語文。 
(三)教學空間與教學設施：學校應依民族特性，整體規劃具民族文化特色之校園環境，設置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教
室，以充實完善之現代化視聽設備，提供學生多元生動活潑的學習方式，落實原住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教育之目
標。 
(四)教材與圖書設備：學校應提供實施原住民族語文學習所需之課本、教材、教具、影音圖書等資源提供補充教材
（如：字母篇、生活會話篇、閱讀書寫篇、文化篇等），並設置專櫃管理。另為充實族語學習教材，學校亦應研發
各類補充教材，讓教師參酌使用。 
(五)數位資源：學校應連結族語數位學習平臺，並整合線上相關開放課程，提供學生自主自發、管道多元的語文學
習之機會與環境。 
(六)教師專業增能：學校應連結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9 條所設置之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專責單位及大學端
資源，發展教師專業社群，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七)家庭教育與社會參與：學校應鼓勵家庭與部落/社區的全面參與，讓語文的學習，深耕於家庭與部落/社區，全
面營造優質的語文學習環境。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
(一)學校應在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發行之教材基礎上，連結在地資源開發更多與民
族文化元素相結合的族語教材，包括平面教材或其他與科技媒體結合的教學媒材。
(二)原住民族語文教材編選宜發揚原住民族知識與智慧，內容可包含神話傳說故事暨文學、
唸謠及歌曲、依語境說話的藝術及表達技巧、社會制度組織及性別分工（如：原住民族有母
系社會，頇注意各民族獨特的社會制度與性別分工，並分辨其與國際常見的性別分工之差
異）、藝術與樂舞、環境生態保育（包含海洋、河流、湖泊、山林等自然環境）、傳統生活
技能、傳統信仰與祭儀、民族重要節日（如：原住民族日為 8月 1 日以紀念「原住民」入
憲、世界原住民日為 8 月 9 日、世界母語日為 2 月 21 日及其他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國家指定之原住民族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民族關係與部落歷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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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落倫理與禁忌等。
(三)教材編纂應依據學生興趣、需要、能力，由簡入繁、由易入難、新舊交疊、循序漸進，
以利複習所學。
(四)教材範圍包括學生手冊和教師手冊、教具及輔助媒體等。教師手冊內容應包括「教材教
法」及「語言結構」兩部分。「教材教法」分為基本編輯理念、語言成份教學、語言能力、
編印設計、教學指引、練習本等六大項；「語言結構」分為書寫系統、語言成份、輔助媒體
等三大項。
(五)教材編寫，以培養學生族語溝通能力和保存原住民族語言文化為依歸。
(六)教材編排和教學活動之設計，應兼顧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能力的培養。
(七)教材編寫方式，以符合「溝通與功能導向」的主題性教學法為原則。
(八)教材編寫方式，應涵蓋多元性、注意多樣化，如每課宜包括口語會話、短文、語調練
習、發音練習、各種不同的句型練習、補充教材、練習本、文化習俗等，以利教師設計不同
類別的主題教學活動。
(九)教材中之插圖應力求生動活潑，配合課文內容及原住民族特性，圖文排版需層次分明，
切忌內文與族語重疊。
(十)每冊目次應列出每課的主題，附錄則應列出該冊的詞彙索引。每冊均附有練習本（簿）
和有聲媒材，供學生和家長課後練習、複習，俾利加強族語能力。
(十一)每冊均應備有教科用書（或教學錄音資料），供教師參考。
(十二)學校宜有族語教材定期檢視機制，教材編輯完成且經過詴用後，確實進行評估修訂。
各校自編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以確保族語教材內容之品質。
教學方法
(一)教學課程的內容包括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等能力。
(二)學校應以年級別進行教學為主，亦可依學生選習之語言類別、程度、需求（如：高級中
等學校的選修本土語文課程，必要時可開設一級的課程），以班群方式跨越班級開課。
(三)依循由簡入繁、由易入難、循序漸進、反覆練習的原則進行教學。
(四)應培養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運用能力，設計多樣或不同類型的教學活動。活
動內容以生活化、趣味化、統整化為原則。
(五)透過情境化的活動，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並增加雙向互動的機會，並能實施戶外學習覺
知自然環境與原住民族生活的關係。
(六)配合教學目標，鼓勵學生部落踏查、參與文化祭儀，讓學生走進部落/社區，自然沉浸在
文化情境中，共同學習、做中學、促進全人成長。
(七)適切地使用視聽媒體教學並引導學生使用原住民族語文相關的數位資源。
(八)充分應用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導向的內容，針對特定語言能力的培養，選擇適合的教學法
（如：運用肢體反應法訓練聆聽能力等）。
(九)教師應力求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改變過去學生被動聽講的單向教學方式。
(十)學校應視需要結合部落耆老共同教學，以傳遞民族傳統知識及價值觀，且應闡揚原住民
族的生態智慧，進而永續治理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十一)教師及學生應儘量以原住民族語文進行教學互動，營造完全沉浸或部分沉浸式教學，
在書寫方面應加強教師運用書寫符號的族語讀寫能力，循序漸進增加學生的字詞數，以落實
族語的讀寫教育。
(十二)教師、學生、家長及部落耆老共同布置教室或學習環境，營造全族語共學的學習情
境。
(十三)於第一學習階段先認識原住民族書寫系統的字母，再依學生的接受度，循序漸進提供
拼音系統的學習，拼音教學建議以母音為優先，建議在國民小學一年級國語文首冊教畢後施
行。
(十四)以原住民族各民族為主體的性別分工的價值，解讀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族群、性別刻板
印象，認識本土和國際社會的性別文化差異，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進行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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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0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國語文選
英文名稱 Chinese Collection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電機科 汽車科 美容科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3 3 3 3

學分數 2 2 2 2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提高學生閱讀及寫作之能力
二、培養學生閱讀及欣賞淺近古籍及現代詩之能力。
三、啟發學生對文學的興趣及思考。
四、培養學生思考、創造及充份表達意見之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始得西山宴遊記 學習柳宗元面對逆境，雖然一開始悶悶不樂，後來敞開心胸的心境 7
(二)火車與稻田 本文闡述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別，以及火車在本課所代表的角色。 5
(三)赤壁賦 認識蘇軾生平、及創作本文的胸襟與以順處逆的人生態度。 7
(四)燭之武退秦師 認識左傳及燭之武說服秦穆公罷戰轉而協防之事。 7
(五)劉姥姥進大觀園 體會劉姥姥得為人處事態度及賈府興盛時期的奢華樣貌。 6
(六)蒹葭 學習蒹葭一詩中所傳達的深情與意境。 4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第一、二、三次定期考查成績(含紙筆測驗50%、平常表現及作業50%)
(二)學期總成績：第一、二次定考平均成績*30%+第三次定考平均成績*30%+平時總考核*40%)
(三)評量方式：
1.定期考試評量
2.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

教學資源 黑板粉筆、課本、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試題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範文講解，宜先輔導學生作預習，明瞭課文大意並引起動機。
二、講授時，須注意下列各項之解釋：
1、全篇主旨，體裁及作法。
2、生字之形音義，詞彙之相合及成語典故之出處、用法。
3、內容及段落大意，尤其注意文字運用的技巧。
4、有文言文與語體，文法之異同、詞性及虛字的用法。
三、精選範文以熟讀深思為主；短篇文言文、詩詞、佳句均宜背誦。
四、語體文講解時，應指示全篇主旨，全文結構。並以提問或討論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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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0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數列
與級數

1-1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1-2等比數列與等比級數 8

(二)機率
2-1樣本空間與事件
2-2機率的性質
2-3數學期望值

10

(三)排列
組合

3-1乘法原理與樹狀圖
3-2排列
3-3組合
3-4二項式定理

12

(四)三角
函數的應
用

1-1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
1-2正弦與餘弦定理
1-3解三角形問題

14

(五)二次
曲線

1-1圓方程式 
1-2圓與直線的關係
1-3拋物線的圖形與標準式
1-4橢圓的圖形與標準式
1-5雙曲線

12

(六)微積
分及其應
用

3-1極限的概念
3-2多項函數的導數與導函數
3-3微分公式
3-4微分的應用
3-5積分的概念與反導函數
3-6多項函數的積分

16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可採紙筆測驗、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等多元形式，並應避免偏重紙筆測驗。
二、學習評量應兼顧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並可視學生實際需要，實施診斷性評量、安置性評量或學生轉銜評估。
三、教師應依據學習評量需求自行設計學習評量工具。評量的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不同階級/背景/文化
及核心素養內涵，並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不同層面的學習表現，彈性設計評量的深度與廣度。

教學資源

一、透過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行動研究、課堂教學研究等多
元專業發展活動方式，以不斷提升自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二、在學生已熟練計算原理的情況下，為避免太多繁複計算降低學習效率，允許學生於學習及評量中適當地使用計算機。
例如指數、對數函數及三角函數求值…等。
三、善用各種教學資訊平臺，如教育部高職數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材、均一教育平台、可汗學院及可汗學院（中文
版）…等。
四、在學生已熟練計算原理的情況下，為避免太多繁複計算降低學習效率，允許學生於學習及評量中適當地使用計算機。
例如指數、對數函數及三角函數求值…等。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應顧及日常生活與職業群中現實問題的應用，連結專業科目課程學習，並在教材中安排隨堂練習，供學生在
課堂上演練，使理論與應用並重，在情境中求真實。
二、除了知識內容的學習，更強調學習歷程和學習表現的重要，使學生喜歡學習及學會如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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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
事項

三、教材的呈現應循序漸進，適當鋪陳，引發學習動機，注意學生學習心理，可設計學習活動增加學生學習歷程之體驗。
四、教師可透過提問、討論、欣賞、發表、操作、情境體驗等有效的教學活動與策略，引導學生創造與省思，提供學生更
多參與互動及力行實踐的機會，以強化學生主動學習的角色。
五、教師指派學生作業宜多元、適性與適量，並讓學生了解作業的意義和表現基準，以提升學習動機、激發學生思考與發
揮想像、延伸與應用所學，並讓學生從作業回饋中獲得成就感。
六、教材內容需衡量未來進入技專校院所需之數學能力以，並提供高層次認知思考能力之學習素材，讓學生習得運用知識
解決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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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0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實用英文
英文名稱 Practical English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美容科 電機科 汽車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3/3 3/3 3/3 3/3

學分數 2/2 2/2 2/2 2/2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培養本校學生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與應用能力。
二、 利用教育性、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英文文章了解語言文化。
三、 培養學習英語文之興趣和動機。
四、 吸收人文、科學及社會相關知識。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
註

(一)Friends
1.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one’s friends.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It is no wonder that…; such…as…

4

(二)Adventure Sports in
Queenstown

1.To know Queenstown, a town in New Zealand.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be known as…; more than…

5

(三)Organic Foods
1.To kn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rganic foods and conventional food.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beV+ Vp.p + by

4

(四) The Immune System
1.To know our immune system in English.
2.To fill out the English forms. 
3.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4.To know the patterns: S, including + N, + V 

4

(五) Fisherman’s Wharf
1.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Fisherman’s Wharf in
Danshui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pattern: be combined with/ both…and…

5

(六)Art
1.To know about the evolution of art.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of the artists’ background or style.
4.To know the pattern: so…that… 

4

(七)E-mails
1.To learn how to write an e-mail.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Review the usage of frequency adverb.
4.To know the patterns: Wheather+S+V…,S+V…

5

(八)The Arctic Ice Cap
1.To know the results of the Arctic ice melting.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pattern: more and more+adj

5

(九) Nothing Is Impossible
1.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optimism.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To one’s emotional adjective…;
linking verbs

4

(十)Soccer

1.To introduce the sport soccer.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be considered to be…」and 「as…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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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Pizza
1.To introduce the origin of pizza.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too…to」

4

(十二)Robot
1.To introduce new technology “Robots”.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had＋Vp.p.」

4

(十三)The Bermuda
Triangle

1.To know “the Bermuda Triangle.”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倒裝句法「…也…」：So +助動詞/
Be動詞+主詞; What makes +O + (N/Adj) +單數動詞…

5

(十四)Sherlock Holmes
1.To know Sherlock Holmes.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participial construction; superlative 
degree. 

4

(十五)Ad
1.To know the ad thoroughly.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with+ O+ adj./ with+ O+ V-ing / with+
O+ Vpp / with+ O+ 介系詞片語.

5

(十六)H1N1
1.To know what is H1N1 and how to preven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2.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 “ All one need/can do is + VR “

5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每課範文教完後，應作學習效果評量，藉以測知學生學習及自我教學績效。
二、課後作業應完成並繳交批閱。
三、考試：分平時測驗、定期考查。
四、評量方式：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定期考試評量。
五、評分標準：
(一)平時成績佔40%(含上課態度、隨堂測驗及作業)
　　(二)第一次定期考查佔30%
　　(三)第二次定期考查佔30%

教學資源

一、教導學生如何做好預習及複習進度。
二、採課堂講述法，並搭配習題加以練習，使學生充分了解課程精義所在。
三、依據進度舉辦平時考試，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果。
四、定期派作業並批閱，使學生熟能生巧。
五、適度使用多媒體教材進行教學，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學習預期成效，單元目標方面：
1.認知方面：利用教育性、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英文文章了解語言文化。
2.技能方面：培養本校學生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與應用能力。
3.情意方面：培養學習英語文之興趣和動機。
行為目標方面：
1.吸收人文、科學及社會相關知識。
2.具備基本職場應用單字及口語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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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0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體適能
英文名稱 Physical fitnes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電機科 汽車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1/2/2/1 1/2/2/1 1/2/2/1 1/2/2/1 1/2/2/1

學分數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鍛鍊學生身心、使其均衡發展。
二、充實體育知識、培養運動興趣。
三、鍛練運動技能、提高適應能力。
四、培養運動習慣、充實休閒生活。
五、培養優雅風度、樹立守法精神。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排球

排球運動簡介,低手傳球
高手傳球
扣球,底線對地扣球練習、底線對空扣球練習
對牆扣球、步伐練習、空拋跳躍扣球
發球練習
接發球練習
舉球練習
守備練習
站位與輪轉、球的路線分析
虛攻球、快攻球
B式快攻、A式快攻
針對快攻攔網

10

(二)籃球

一對一運球過人、一對二運球過人
接傳球
投籃
帶球上籃
移位傳接球
運球急停跳投
接球投籃、轉身投籃
行進間傳球步伐練習
運球急停跳投
接球投籃、轉身投籃

10

(三)羽球

握拍、正拍擊球
正拍擊球、反拍擊球
發球練習
基本步伐、規則簡介
組合步伐練習與應用
上網步伐、後場區步伐練習
?合練習、單打戰術

10

(四)田徑
短距離跑基本動作
起跑 加速跑 彎道跑
中距離跑
急行跳遠

10

足內側傳球、停球、足背、大腿停球
胸部停球、頭頂傳球
定點射門、球移動射門
綜合動作－比賽25定點射門測驗
傳接球、腳內側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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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足球 正足背傳接
傳接高球
五人制足球基本介紹、規則
自由球、十二碼罰球練習
角球、場邊擲球練習

10

(六)壘球

傳接球（含滾地防守球）
防守動作練習
攻擊動作練習
比賽綜合動作練習
跑壘技巧、滑壘動作
進階投球練習(內旋球、外旋球)
進階守備練習(補位、內野快傳)
進階打擊練習 (平推、滾地、長打
、 犧牲)

10

(七)有氧健身操
熱身動作(一)到(六)
主要活動(七)到(十三)
緩和活動(十四)到(十六)

10

(八)水上安全與救生及 運動傷害訪
護

水上安全與救生及
運動傷害訪護宣導講座 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第一、二、三次定期考查成績(含紙筆測驗50%、平常表現及作業50%)
(二)學期總成績：第一、二次定考平均成績*30%+第三次定考平均成績*30%+平時總考核
*40%)
(三)評量方式：
1.定期考試評量
2.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

教學資源
一、學習踏實基本動作認知及增進技術、技能之成效。
二、學習全員參與，增強基本體能。
三、學習從簡而難，由個別技能到團隊合作競賽之學習成效。
四、教科書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慢跑(培養基本體能)再暖身運動。
二、三段式教學:(講解示範、分組練習、檢討評量)。
三、教學方法:
(1)示範模擬法。(2)分組練習法。
(3)學生導師法。(4)檢查糾正法。
(5)相互競賽法。(6)觀摩比較法。
(7)個別輔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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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1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原住民族語文-排灣語
英文名稱 Aboriginal Language - Paiwan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資訊科 電機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2/1 3/3/2/1 3/3/2/1 3/3/2/1 3/3/3

學分數 2/2/1/1 2/2/1/1 2/2/1/1 2/2/1/1 2/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啟發學習原住民族語文的興趣。 
二、習得原住民族語文理解、表達、溝通的能力。
三、強化原住民族語文涵養與族群認同。 
四、傳承原住民族智慧及文化創新之素養。 
五、培養多語言知能與多文化視野。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原住民語文-
語音 1.各方言語調所表達的意義與情緒。 6

(二)原住民語文-
語音 1.各方言語調所表達的意義與情緒。 6

(三)原住民語文-
語詞 1.各方言別同一語詞的不同說法（方言詞彙）。 2.創新詞。 12

(四)原住民語文-
語詞 1.各方言別同一語詞的不同說法（方言詞彙）。 2.創新詞。 12

(五)原住民語文-
句型 1.複雜句（認知、從屬、連動、樞紐等結構）。 2.不同部落的習慣用語。 12

(六)原住民語文-
句型 1.複雜句（認知、從屬、連動、樞紐等結構）。 2.不同部落的習慣用語。 12

(七)原住民語文-
段落/篇章

1.自己的想法與願望。 2.事情的始末。 3.各類文體及資訊媒材（教師視學生程度作難易度調
整）。 9

(八)原住民語文-
段落/篇章

1.自己的想法與願望。 2.事情的始末。 3.各類文體及資訊媒材（教師視學生程度作難易度調
整）。 9

(九)原住民文化-
生活用語 1.節慶代表的意義。 2.文化祭儀的個人觀點。 3.生涯規劃。 4.部落公眾事務。 9

(十)原住民文化-
生活用語 1.節慶代表的意義。 2.文化祭儀的個人觀點。 3.生涯規劃。 4.部落公眾事務。 9

(十一)原住民文
化-自然地理與傳
統領域

1.部落尋根活動。 9

(十二)原住民文
化-自然地理與傳
統領域

1.部落尋根活動。 9

(十三)原住民文
化-生命禮俗 1.文化祭儀的傳說故事。 2.文化祭儀活動參與經驗的分享。 3.歲時祭儀用語。 12

(十四)原住民文
化-生命禮俗 1.文化祭儀的傳說故事。 2.文化祭儀活動參與經驗的分享。 3.歲時祭儀用語。 12

(十五)原住民文
化-祖先的話語 1.祭儀的歌曲。 9

(十六)原住民文
化-祖先的話語 1.祭儀的歌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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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原住民文
化-傳統歌謠 1.傳統歌謠的賞析。 6

(十八)原住民文
化-傳統歌謠 1.傳統歌謠的賞析。 6

(十九)原住民文
化-漁獵文化/歲
時祭儀

1.漁獵的生態知識。 2.部落漁獵人的故事。 9

(二十)原住民文
化-漁獵文化/歲
時祭儀

1.漁獵的生態知識。 2.部落漁獵人的故事。 9

(二十一)原住民
文化-農耕文化/
歲時祭儀

1.農耕工作的生態知識及分享參與經驗。 9

(二十二)原住民
文化-農耕文化/
歲時祭儀

1.農耕工作的生態知識及分享參與經驗。 9

(二十三)原住民
文化-氣候/歲時
祭儀

1.祈天祭（如：祈雨、祈晴）。 2.自然災害用語（如：颱風、土石流等）。 6

(二十四)原住民
文化-氣候/歲時
祭儀

1.祈天祭（如：祈雨、祈晴）。 2.自然災害用語（如：颱風、土石流等）。 6

合計 21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評量的範圍應與教學目標密切配合，可分為知識、思考、認知理解、技能和情意等類
別。除了紙筆測驗之外，可兼採聽力與口說測驗等方式。聽力測驗宜著重理解文本的內容大
意與重點；口說測驗宜著重使用適切的原住民族語完成溝通任務。另外，角色扮演、配對練
習、小組互動、平時的課堂表現、學習態度、課堂參與、作業書寫與繳交情形等皆可列入評
量範圍。
(二)評量方式應考慮其全面、客觀及多元性，並涵蓋強化溝通與合作學習能力的評量（如：
口語表達、遊戲化評量等）。
(三)學習評量應兼顧診斷性評量、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且宜採用多元學習評量為原則
（如：紙筆測驗、口語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等）。例如在進行部落踏查或參與文化祭
儀時，得邀請部落/社區耆老或家長參與，多方檢核學生對原住民族語文及文化的了解與認
同。
(四)原住民族語文的學習評量，除了應視為課程發展的一部分，並適度結合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認證分級制度。
(五)教師規劃學習評量時，應以學生為主體，根據教學目標檢視學習成果，並事先告知學生
評量的相關內容與方法。
(六)評量以口語表達、生活應用對話、實作表現為主，紙筆測驗為輔。
(七)評量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養內涵，包括語言、文
學、社會生活等面向。應注重語言技能（聆聽、說話、閱讀、書寫、綜合應用能力），且以
實用性為主。難易度應符合學生程度，宜依照適性原則編寫，取材避免冷僻艱深，亦應對特
殊生個別需求提供適當的評量調整。
(八)學習評量結果可用質性描述呈現。質性描述包括學生學習目標的達成情形、學習的優
勢、課內外課程活動的參與情形、學習動機與態度、跨文化領域的理解程度等。
(九)有關學習評量的回饋應用，建議教師可建立學生個人化的檔案，於每次評量後進行簡易
分析，以評估詴題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並診斷學生的學習狀況，提供學生加深、加廣或補
救教學的適性學習輔導。

教學資源

(一)教學資源要素：教學資源是落實教學現場有效教學重要的要素，主要包含教學環境、教學材料及教學支持系統
三個面向，其內容包含資源中心、資源教室、教學空間、教學設施、教材、圖書設備、數位資源、教師專業增能、
家庭教育、社會參與。 
(二)資源中心與資源教室：原住民族地區學校及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應依《原住民族教育法》，設置民族教育資源教
室或中心，協助各校推動與發展原住民族語文。 
(三)教學空間與教學設施：學校應依民族特性，整體規劃具民族文化特色之校園環境，設置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教
室，以充實完善之現代化視聽設備，提供學生多元生動活潑的學習方式，落實原住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教育之目
標。 
(四)教材與圖書設備：學校應提供實施原住民族語文學習所需之課本、教材、教具、影音圖書等資源提供補充教材
（如：字母篇、生活會話篇、閱讀書寫篇、文化篇等），並設置專櫃管理。另為充實族語學習教材，學校亦應研發
各類補充教材，讓教師參酌使用。 
(五)數位資源：學校應連結族語數位學習平臺，並整合線上相關開放課程，提供學生自主自發、管道多元的語文學
習之機會與環境。 
(六)教師專業增能：學校應連結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9 條所設置之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專責單位及大學端
資源，發展教師專業社群，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七)家庭教育與社會參與：學校應鼓勵家庭與部落/社區的全面參與，讓語文的學習，深耕於家庭與部落/社區，全
面營造優質的語文學習環境。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
(一)學校應在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發行之教材基礎上，連結在地資源開發更多與民
族文化元素相結合的族語教材，包括平面教材或其他與科技媒體結合的教學媒材。
(二)原住民族語文教材編選宜發揚原住民族知識與智慧，內容可包含神話傳說故事暨文學、
唸謠及歌曲、依語境說話的藝術及表達技巧、社會制度組織及性別分工（如：原住民族有母
系社會，頇注意各民族獨特的社會制度與性別分工，並分辨其與國際常見的性別分工之差
異）、藝術與樂舞、環境生態保育（包含海洋、河流、湖泊、山林等自然環境）、傳統生活
技能、傳統信仰與祭儀、民族重要節日（如：原住民族日為 8月 1 日以紀念「原住民」入
憲、世界原住民日為 8 月 9 日、世界母語日為 2 月 21 日及其他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國家指定之原住民族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民族關係與部落歷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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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落倫理與禁忌等。
(三)教材編纂應依據學生興趣、需要、能力，由簡入繁、由易入難、新舊交疊、循序漸進，
以利複習所學。
(四)教材範圍包括學生手冊和教師手冊、教具及輔助媒體等。教師手冊內容應包括「教材教
法」及「語言結構」兩部分。「教材教法」分為基本編輯理念、語言成份教學、語言能力、
編印設計、教學指引、練習本等六大項；「語言結構」分為書寫系統、語言成份、輔助媒體
等三大項。
(五)教材編寫，以培養學生族語溝通能力和保存原住民族語言文化為依歸。
(六)教材編排和教學活動之設計，應兼顧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能力的培養。
(七)教材編寫方式，以符合「溝通與功能導向」的主題性教學法為原則。
(八)教材編寫方式，應涵蓋多元性、注意多樣化，如每課宜包括口語會話、短文、語調練
習、發音練習、各種不同的句型練習、補充教材、練習本、文化習俗等，以利教師設計不同
類別的主題教學活動。
(九)教材中之插圖應力求生動活潑，配合課文內容及原住民族特性，圖文排版需層次分明，
切忌內文與族語重疊。
(十)每冊目次應列出每課的主題，附錄則應列出該冊的詞彙索引。每冊均附有練習本（簿）
和有聲媒材，供學生和家長課後練習、複習，俾利加強族語能力。
(十一)每冊均應備有教科用書（或教學錄音資料），供教師參考。
(十二)學校宜有族語教材定期檢視機制，教材編輯完成且經過詴用後，確實進行評估修訂。
各校自編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以確保族語教材內容之品質。
教學方法
(一)教學課程的內容包括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等能力。
(二)學校應以年級別進行教學為主，亦可依學生選習之語言類別、程度、需求（如：高級中
等學校的選修本土語文課程，必要時可開設一級的課程），以班群方式跨越班級開課。
(三)依循由簡入繁、由易入難、循序漸進、反覆練習的原則進行教學。
(四)應培養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運用能力，設計多樣或不同類型的教學活動。活
動內容以生活化、趣味化、統整化為原則。
(五)透過情境化的活動，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並增加雙向互動的機會，並能實施戶外學習覺
知自然環境與原住民族生活的關係。
(六)配合教學目標，鼓勵學生部落踏查、參與文化祭儀，讓學生走進部落/社區，自然沉浸在
文化情境中，共同學習、做中學、促進全人成長。
(七)適切地使用視聽媒體教學並引導學生使用原住民族語文相關的數位資源。
(八)充分應用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導向的內容，針對特定語言能力的培養，選擇適合的教學法
（如：運用肢體反應法訓練聆聽能力等）。
(九)教師應力求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改變過去學生被動聽講的單向教學方式。
(十)學校應視需要結合部落耆老共同教學，以傳遞民族傳統知識及價值觀，且應闡揚原住民
族的生態智慧，進而永續治理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十一)教師及學生應儘量以原住民族語文進行教學互動，營造完全沉浸或部分沉浸式教學，
在書寫方面應加強教師運用書寫符號的族語讀寫能力，循序漸進增加學生的字詞數，以落實
族語的讀寫教育。
(十二)教師、學生、家長及部落耆老共同布置教室或學習環境，營造全族語共學的學習情
境。
(十三)於第一學習階段先認識原住民族書寫系統的字母，再依學生的接受度，循序漸進提供
拼音系統的學習，拼音教學建議以母音為優先，建議在國民小學一年級國語文首冊教畢後施
行。
(十四)以原住民族各民族為主體的性別分工的價值，解讀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族群、性別刻板
印象，認識本土和國際社會的性別文化差異，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進行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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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1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國語文選
英文名稱 Chinese Collection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電機科 汽車科 美容科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3 3 3 3

學分數 2 2 2 2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提高學生閱讀及寫作之能力
二、培養學生閱讀及欣賞淺近古籍及現代詩之能力。
三、啟發學生對文學的興趣及思考。
四、培養學生思考、創造及充份表達意見之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始得西山宴遊記 學習柳宗元面對逆境，雖然一開始悶悶不樂，後來敞開心胸的心境 7
(二)火車與稻田 本文闡述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別，以及火車在本課所代表的角色。 5
(三)赤壁賦 認識蘇軾生平、及創作本文的胸襟與以順處逆的人生態度。 7
(四)燭之武退秦師 認識左傳及燭之武說服秦穆公罷戰轉而協防之事。 7
(五)劉姥姥進大觀園 體會劉姥姥得為人處事態度及賈府興盛時期的奢華樣貌。 6
(六)蒹葭 學習蒹葭一詩中所傳達的深情與意境。 4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第一、二、三次定期考查成績(含紙筆測驗50%、平常表現及作業50%)
(二)學期總成績：第一、二次定考平均成績*30%+第三次定考平均成績*30%+平時總考核*40%)
(三)評量方式：
1.定期考試評量
2.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

教學資源 黑板粉筆、課本、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試題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範文講解，宜先輔導學生作預習，明瞭課文大意並引起動機。
二、講授時，須注意下列各項之解釋：
1、全篇主旨，體裁及作法。
2、生字之形音義，詞彙之相合及成語典故之出處、用法。
3、內容及段落大意，尤其注意文字運用的技巧。
4、有文言文與語體，文法之異同、詞性及虛字的用法。
三、精選範文以熟讀深思為主；短篇文言文、詩詞、佳句均宜背誦。
四、語體文講解時，應指示全篇主旨，全文結構。並以提問或討論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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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1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數列
與級數

1-1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1-2等比數列與等比級數 8

(二)機率
2-1樣本空間與事件
2-2機率的性質
2-3數學期望值

10

(三)排列
組合

3-1乘法原理與樹狀圖
3-2排列
3-3組合
3-4二項式定理

12

(四)三角
函數的應
用

1-1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
1-2正弦與餘弦定理
1-3解三角形問題

14

(五)二次
曲線

1-1圓方程式 
1-2圓與直線的關係
1-3拋物線的圖形與標準式
1-4橢圓的圖形與標準式
1-5雙曲線

12

(六)微積
分及其應
用

3-1極限的概念
3-2多項函數的導數與導函數
3-3微分公式
3-4微分的應用
3-5積分的概念與反導函數
3-6多項函數的積分

16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可採紙筆測驗、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等多元形式，並應避免偏重紙筆測驗。
二、學習評量應兼顧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並可視學生實際需要，實施診斷性評量、安置性評量或學生轉銜評估。
三、教師應依據學習評量需求自行設計學習評量工具。評量的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不同階級/背景/文化
及核心素養內涵，並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不同層面的學習表現，彈性設計評量的深度與廣度。

教學資源

一、透過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行動研究、課堂教學研究等多
元專業發展活動方式，以不斷提升自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二、在學生已熟練計算原理的情況下，為避免太多繁複計算降低學習效率，允許學生於學習及評量中適當地使用計算機。
例如指數、對數函數及三角函數求值…等。
三、善用各種教學資訊平臺，如教育部高職數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材、均一教育平台、可汗學院及可汗學院（中文
版）…等。
四、在學生已熟練計算原理的情況下，為避免太多繁複計算降低學習效率，允許學生於學習及評量中適當地使用計算機。
例如指數、對數函數及三角函數求值…等。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應顧及日常生活與職業群中現實問題的應用，連結專業科目課程學習，並在教材中安排隨堂練習，供學生在
課堂上演練，使理論與應用並重，在情境中求真實。
二、除了知識內容的學習，更強調學習歷程和學習表現的重要，使學生喜歡學習及學會如何學習。

85



教學注意
事項

三、教材的呈現應循序漸進，適當鋪陳，引發學習動機，注意學生學習心理，可設計學習活動增加學生學習歷程之體驗。
四、教師可透過提問、討論、欣賞、發表、操作、情境體驗等有效的教學活動與策略，引導學生創造與省思，提供學生更
多參與互動及力行實踐的機會，以強化學生主動學習的角色。
五、教師指派學生作業宜多元、適性與適量，並讓學生了解作業的意義和表現基準，以提升學習動機、激發學生思考與發
揮想像、延伸與應用所學，並讓學生從作業回饋中獲得成就感。
六、教材內容需衡量未來進入技專校院所需之數學能力以，並提供高層次認知思考能力之學習素材，讓學生習得運用知識
解決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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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1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原住民族語文-排灣語
英文名稱 Aboriginal Language - Paiwan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資訊科 電機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2/1 3/3/2/1 3/3/2/1 3/3/2/1 3/3/3

學分數 2/2/1/1 2/2/1/1 2/2/1/1 2/2/1/1 2/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啟發學習原住民族語文的興趣。 
二、習得原住民族語文理解、表達、溝通的能力。
三、強化原住民族語文涵養與族群認同。 
四、傳承原住民族智慧及文化創新之素養。 
五、培養多語言知能與多文化視野。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原住民語文-
語音 1.各方言語調所表達的意義與情緒。 6

(二)原住民語文-
語音 1.各方言語調所表達的意義與情緒。 6

(三)原住民語文-
語詞 1.各方言別同一語詞的不同說法（方言詞彙）。 2.創新詞。 12

(四)原住民語文-
語詞 1.各方言別同一語詞的不同說法（方言詞彙）。 2.創新詞。 12

(五)原住民語文-
句型 1.複雜句（認知、從屬、連動、樞紐等結構）。 2.不同部落的習慣用語。 12

(六)原住民語文-
句型 1.複雜句（認知、從屬、連動、樞紐等結構）。 2.不同部落的習慣用語。 12

(七)原住民語文-
段落/篇章

1.自己的想法與願望。 2.事情的始末。 3.各類文體及資訊媒材（教師視學生程度作難易度調
整）。 9

(八)原住民語文-
段落/篇章

1.自己的想法與願望。 2.事情的始末。 3.各類文體及資訊媒材（教師視學生程度作難易度調
整）。 9

(九)原住民文化-
生活用語 1.節慶代表的意義。 2.文化祭儀的個人觀點。 3.生涯規劃。 4.部落公眾事務。 9

(十)原住民文化-
生活用語 1.節慶代表的意義。 2.文化祭儀的個人觀點。 3.生涯規劃。 4.部落公眾事務。 9

(十一)原住民文
化-自然地理與傳
統領域

1.部落尋根活動。 9

(十二)原住民文
化-自然地理與傳
統領域

1.部落尋根活動。 9

(十三)原住民文
化-生命禮俗 1.文化祭儀的傳說故事。 2.文化祭儀活動參與經驗的分享。 3.歲時祭儀用語。 12

(十四)原住民文
化-生命禮俗 1.文化祭儀的傳說故事。 2.文化祭儀活動參與經驗的分享。 3.歲時祭儀用語。 12

(十五)原住民文
化-祖先的話語 1.祭儀的歌曲。 9

(十六)原住民文
化-祖先的話語 1.祭儀的歌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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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原住民文
化-傳統歌謠 1.傳統歌謠的賞析。 6

(十八)原住民文
化-傳統歌謠 1.傳統歌謠的賞析。 6

(十九)原住民文
化-漁獵文化/歲
時祭儀

1.漁獵的生態知識。 2.部落漁獵人的故事。 9

(二十)原住民文
化-漁獵文化/歲
時祭儀

1.漁獵的生態知識。 2.部落漁獵人的故事。 9

(二十一)原住民
文化-農耕文化/
歲時祭儀

1.農耕工作的生態知識及分享參與經驗。 9

(二十二)原住民
文化-農耕文化/
歲時祭儀

1.農耕工作的生態知識及分享參與經驗。 9

(二十三)原住民
文化-氣候/歲時
祭儀

1.祈天祭（如：祈雨、祈晴）。 2.自然災害用語（如：颱風、土石流等）。 6

(二十四)原住民
文化-氣候/歲時
祭儀

1.祈天祭（如：祈雨、祈晴）。 2.自然災害用語（如：颱風、土石流等）。 6

合計 21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評量的範圍應與教學目標密切配合，可分為知識、思考、認知理解、技能和情意等類
別。除了紙筆測驗之外，可兼採聽力與口說測驗等方式。聽力測驗宜著重理解文本的內容大
意與重點；口說測驗宜著重使用適切的原住民族語完成溝通任務。另外，角色扮演、配對練
習、小組互動、平時的課堂表現、學習態度、課堂參與、作業書寫與繳交情形等皆可列入評
量範圍。
(二)評量方式應考慮其全面、客觀及多元性，並涵蓋強化溝通與合作學習能力的評量（如：
口語表達、遊戲化評量等）。
(三)學習評量應兼顧診斷性評量、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且宜採用多元學習評量為原則
（如：紙筆測驗、口語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等）。例如在進行部落踏查或參與文化祭
儀時，得邀請部落/社區耆老或家長參與，多方檢核學生對原住民族語文及文化的了解與認
同。
(四)原住民族語文的學習評量，除了應視為課程發展的一部分，並適度結合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認證分級制度。
(五)教師規劃學習評量時，應以學生為主體，根據教學目標檢視學習成果，並事先告知學生
評量的相關內容與方法。
(六)評量以口語表達、生活應用對話、實作表現為主，紙筆測驗為輔。
(七)評量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養內涵，包括語言、文
學、社會生活等面向。應注重語言技能（聆聽、說話、閱讀、書寫、綜合應用能力），且以
實用性為主。難易度應符合學生程度，宜依照適性原則編寫，取材避免冷僻艱深，亦應對特
殊生個別需求提供適當的評量調整。
(八)學習評量結果可用質性描述呈現。質性描述包括學生學習目標的達成情形、學習的優
勢、課內外課程活動的參與情形、學習動機與態度、跨文化領域的理解程度等。
(九)有關學習評量的回饋應用，建議教師可建立學生個人化的檔案，於每次評量後進行簡易
分析，以評估詴題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並診斷學生的學習狀況，提供學生加深、加廣或補
救教學的適性學習輔導。

教學資源

(一)教學資源要素：教學資源是落實教學現場有效教學重要的要素，主要包含教學環境、教學材料及教學支持系統
三個面向，其內容包含資源中心、資源教室、教學空間、教學設施、教材、圖書設備、數位資源、教師專業增能、
家庭教育、社會參與。 
(二)資源中心與資源教室：原住民族地區學校及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應依《原住民族教育法》，設置民族教育資源教
室或中心，協助各校推動與發展原住民族語文。 
(三)教學空間與教學設施：學校應依民族特性，整體規劃具民族文化特色之校園環境，設置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教
室，以充實完善之現代化視聽設備，提供學生多元生動活潑的學習方式，落實原住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教育之目
標。 
(四)教材與圖書設備：學校應提供實施原住民族語文學習所需之課本、教材、教具、影音圖書等資源提供補充教材
（如：字母篇、生活會話篇、閱讀書寫篇、文化篇等），並設置專櫃管理。另為充實族語學習教材，學校亦應研發
各類補充教材，讓教師參酌使用。 
(五)數位資源：學校應連結族語數位學習平臺，並整合線上相關開放課程，提供學生自主自發、管道多元的語文學
習之機會與環境。 
(六)教師專業增能：學校應連結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9 條所設置之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專責單位及大學端
資源，發展教師專業社群，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七)家庭教育與社會參與：學校應鼓勵家庭與部落/社區的全面參與，讓語文的學習，深耕於家庭與部落/社區，全
面營造優質的語文學習環境。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
(一)學校應在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發行之教材基礎上，連結在地資源開發更多與民
族文化元素相結合的族語教材，包括平面教材或其他與科技媒體結合的教學媒材。
(二)原住民族語文教材編選宜發揚原住民族知識與智慧，內容可包含神話傳說故事暨文學、
唸謠及歌曲、依語境說話的藝術及表達技巧、社會制度組織及性別分工（如：原住民族有母
系社會，頇注意各民族獨特的社會制度與性別分工，並分辨其與國際常見的性別分工之差
異）、藝術與樂舞、環境生態保育（包含海洋、河流、湖泊、山林等自然環境）、傳統生活
技能、傳統信仰與祭儀、民族重要節日（如：原住民族日為 8月 1 日以紀念「原住民」入
憲、世界原住民日為 8 月 9 日、世界母語日為 2 月 21 日及其他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國家指定之原住民族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民族關係與部落歷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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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落倫理與禁忌等。
(三)教材編纂應依據學生興趣、需要、能力，由簡入繁、由易入難、新舊交疊、循序漸進，
以利複習所學。
(四)教材範圍包括學生手冊和教師手冊、教具及輔助媒體等。教師手冊內容應包括「教材教
法」及「語言結構」兩部分。「教材教法」分為基本編輯理念、語言成份教學、語言能力、
編印設計、教學指引、練習本等六大項；「語言結構」分為書寫系統、語言成份、輔助媒體
等三大項。
(五)教材編寫，以培養學生族語溝通能力和保存原住民族語言文化為依歸。
(六)教材編排和教學活動之設計，應兼顧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能力的培養。
(七)教材編寫方式，以符合「溝通與功能導向」的主題性教學法為原則。
(八)教材編寫方式，應涵蓋多元性、注意多樣化，如每課宜包括口語會話、短文、語調練
習、發音練習、各種不同的句型練習、補充教材、練習本、文化習俗等，以利教師設計不同
類別的主題教學活動。
(九)教材中之插圖應力求生動活潑，配合課文內容及原住民族特性，圖文排版需層次分明，
切忌內文與族語重疊。
(十)每冊目次應列出每課的主題，附錄則應列出該冊的詞彙索引。每冊均附有練習本（簿）
和有聲媒材，供學生和家長課後練習、複習，俾利加強族語能力。
(十一)每冊均應備有教科用書（或教學錄音資料），供教師參考。
(十二)學校宜有族語教材定期檢視機制，教材編輯完成且經過詴用後，確實進行評估修訂。
各校自編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以確保族語教材內容之品質。
教學方法
(一)教學課程的內容包括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等能力。
(二)學校應以年級別進行教學為主，亦可依學生選習之語言類別、程度、需求（如：高級中
等學校的選修本土語文課程，必要時可開設一級的課程），以班群方式跨越班級開課。
(三)依循由簡入繁、由易入難、循序漸進、反覆練習的原則進行教學。
(四)應培養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運用能力，設計多樣或不同類型的教學活動。活
動內容以生活化、趣味化、統整化為原則。
(五)透過情境化的活動，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並增加雙向互動的機會，並能實施戶外學習覺
知自然環境與原住民族生活的關係。
(六)配合教學目標，鼓勵學生部落踏查、參與文化祭儀，讓學生走進部落/社區，自然沉浸在
文化情境中，共同學習、做中學、促進全人成長。
(七)適切地使用視聽媒體教學並引導學生使用原住民族語文相關的數位資源。
(八)充分應用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導向的內容，針對特定語言能力的培養，選擇適合的教學法
（如：運用肢體反應法訓練聆聽能力等）。
(九)教師應力求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改變過去學生被動聽講的單向教學方式。
(十)學校應視需要結合部落耆老共同教學，以傳遞民族傳統知識及價值觀，且應闡揚原住民
族的生態智慧，進而永續治理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十一)教師及學生應儘量以原住民族語文進行教學互動，營造完全沉浸或部分沉浸式教學，
在書寫方面應加強教師運用書寫符號的族語讀寫能力，循序漸進增加學生的字詞數，以落實
族語的讀寫教育。
(十二)教師、學生、家長及部落耆老共同布置教室或學習環境，營造全族語共學的學習情
境。
(十三)於第一學習階段先認識原住民族書寫系統的字母，再依學生的接受度，循序漸進提供
拼音系統的學習，拼音教學建議以母音為優先，建議在國民小學一年級國語文首冊教畢後施
行。
(十四)以原住民族各民族為主體的性別分工的價值，解讀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族群、性別刻板
印象，認識本土和國際社會的性別文化差異，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進行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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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1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實用英文
英文名稱 Practical English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美容科 電機科 汽車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3/3 3/3 3/3 3/3

學分數 2/2 2/2 2/2 2/2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培養本校學生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與應用能力。
二、 利用教育性、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英文文章了解語言文化。
三、 培養學習英語文之興趣和動機。
四、 吸收人文、科學及社會相關知識。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
註

(一)Friends
1.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one’s friends.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It is no wonder that…; such…as…

4

(二)Adventure Sports in
Queenstown

1.To know Queenstown, a town in New Zealand.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be known as…; more than…

5

(三)Organic Foods
1.To kn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rganic foods and conventional food.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beV+ Vp.p + by

4

(四) The Immune System
1.To know our immune system in English.
2.To fill out the English forms. 
3.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4.To know the patterns: S, including + N, + V 

4

(五) Fisherman’s Wharf
1.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Fisherman’s Wharf in
Danshui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pattern: be combined with/ both…and…

5

(六)Art
1.To know about the evolution of art.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of the artists’ background or style.
4.To know the pattern: so…that… 

4

(七)E-mails
1.To learn how to write an e-mail.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Review the usage of frequency adverb.
4.To know the patterns: Wheather+S+V…,S+V…

5

(八)The Arctic Ice Cap
1.To know the results of the Arctic ice melting.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pattern: more and more+adj

5

(九) Nothing Is Impossible
1.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optimism.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To one’s emotional adjective…;
linking verbs

4

(十)Soccer

1.To introduce the sport soccer.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be considered to be…」and 「as…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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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Pizza
1.To introduce the origin of pizza.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too…to」

4

(十二)Robot
1.To introduce new technology “Robots”.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had＋Vp.p.」

4

(十三)The Bermuda
Triangle

1.To know “the Bermuda Triangle.”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倒裝句法「…也…」：So +助動詞/
Be動詞+主詞; What makes +O + (N/Adj) +單數動詞…

5

(十四)Sherlock Holmes
1.To know Sherlock Holmes.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participial construction; superlative 
degree. 

4

(十五)Ad
1.To know the ad thoroughly.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with+ O+ adj./ with+ O+ V-ing / with+
O+ Vpp / with+ O+ 介系詞片語.

5

(十六)H1N1
1.To know what is H1N1 and how to preven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2.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 “ All one need/can do is + VR “

5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每課範文教完後，應作學習效果評量，藉以測知學生學習及自我教學績效。
二、課後作業應完成並繳交批閱。
三、考試：分平時測驗、定期考查。
四、評量方式：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定期考試評量。
五、評分標準：
(一)平時成績佔40%(含上課態度、隨堂測驗及作業)
　　(二)第一次定期考查佔30%
　　(三)第二次定期考查佔30%

教學資源

一、教導學生如何做好預習及複習進度。
二、採課堂講述法，並搭配習題加以練習，使學生充分了解課程精義所在。
三、依據進度舉辦平時考試，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果。
四、定期派作業並批閱，使學生熟能生巧。
五、適度使用多媒體教材進行教學，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學習預期成效，單元目標方面：
1.認知方面：利用教育性、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英文文章了解語言文化。
2.技能方面：培養本校學生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與應用能力。
3.情意方面：培養學習英語文之興趣和動機。
行為目標方面：
1.吸收人文、科學及社會相關知識。
2.具備基本職場應用單字及口語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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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1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體適能
英文名稱 Physical fitnes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電機科 汽車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1/2/2/1 1/2/2/1 1/2/2/1 1/2/2/1 1/2/2/1

學分數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鍛鍊學生身心、使其均衡發展。
二、充實體育知識、培養運動興趣。
三、鍛練運動技能、提高適應能力。
四、培養運動習慣、充實休閒生活。
五、培養優雅風度、樹立守法精神。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排球

排球運動簡介,低手傳球
高手傳球
扣球,底線對地扣球練習、底線對空扣球練習
對牆扣球、步伐練習、空拋跳躍扣球
發球練習
接發球練習
舉球練習
守備練習
站位與輪轉、球的路線分析
虛攻球、快攻球
B式快攻、A式快攻
針對快攻攔網

10

(二)籃球

一對一運球過人、一對二運球過人
接傳球
投籃
帶球上籃
移位傳接球
運球急停跳投
接球投籃、轉身投籃
行進間傳球步伐練習
運球急停跳投
接球投籃、轉身投籃

10

(三)羽球

握拍、正拍擊球
正拍擊球、反拍擊球
發球練習
基本步伐、規則簡介
組合步伐練習與應用
上網步伐、後場區步伐練習
?合練習、單打戰術

10

(四)田徑
短距離跑基本動作
起跑 加速跑 彎道跑
中距離跑
急行跳遠

10

足內側傳球、停球、足背、大腿停球
胸部停球、頭頂傳球
定點射門、球移動射門
綜合動作－比賽25定點射門測驗
傳接球、腳內側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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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足球 正足背傳接
傳接高球
五人制足球基本介紹、規則
自由球、十二碼罰球練習
角球、場邊擲球練習

10

(六)壘球

傳接球（含滾地防守球）
防守動作練習
攻擊動作練習
比賽綜合動作練習
跑壘技巧、滑壘動作
進階投球練習(內旋球、外旋球)
進階守備練習(補位、內野快傳)
進階打擊練習 (平推、滾地、長打
、 犧牲)

10

(七)有氧健身操
熱身動作(一)到(六)
主要活動(七)到(十三)
緩和活動(十四)到(十六)

10

(八)水上安全與救生及 運動傷害訪
護

水上安全與救生及
運動傷害訪護宣導講座 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第一、二、三次定期考查成績(含紙筆測驗50%、平常表現及作業50%)
(二)學期總成績：第一、二次定考平均成績*30%+第三次定考平均成績*30%+平時總考核
*40%)
(三)評量方式：
1.定期考試評量
2.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

教學資源
一、學習踏實基本動作認知及增進技術、技能之成效。
二、學習全員參與，增強基本體能。
三、學習從簡而難，由個別技能到團隊合作競賽之學習成效。
四、教科書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慢跑(培養基本體能)再暖身運動。
二、三段式教學:(講解示範、分組練習、檢討評量)。
三、教學方法:
(1)示範模擬法。(2)分組練習法。
(3)學生導師法。(4)檢查糾正法。
(5)相互競賽法。(6)觀摩比較法。
(7)個別輔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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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1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國語文選
英文名稱 Chinese Collection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電機科 汽車科 美容科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3 3 3 3

學分數 2 2 2 2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提高學生閱讀及寫作之能力
二、培養學生閱讀及欣賞淺近古籍及現代詩之能力。
三、啟發學生對文學的興趣及思考。
四、培養學生思考、創造及充份表達意見之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始得西山宴遊記 學習柳宗元面對逆境，雖然一開始悶悶不樂，後來敞開心胸的心境 7
(二)火車與稻田 本文闡述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別，以及火車在本課所代表的角色。 5
(三)赤壁賦 認識蘇軾生平、及創作本文的胸襟與以順處逆的人生態度。 7
(四)燭之武退秦師 認識左傳及燭之武說服秦穆公罷戰轉而協防之事。 7
(五)劉姥姥進大觀園 體會劉姥姥得為人處事態度及賈府興盛時期的奢華樣貌。 6
(六)蒹葭 學習蒹葭一詩中所傳達的深情與意境。 4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第一、二、三次定期考查成績(含紙筆測驗50%、平常表現及作業50%)
(二)學期總成績：第一、二次定考平均成績*30%+第三次定考平均成績*30%+平時總考核*40%)
(三)評量方式：
1.定期考試評量
2.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

教學資源 黑板粉筆、課本、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試題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範文講解，宜先輔導學生作預習，明瞭課文大意並引起動機。
二、講授時，須注意下列各項之解釋：
1、全篇主旨，體裁及作法。
2、生字之形音義，詞彙之相合及成語典故之出處、用法。
3、內容及段落大意，尤其注意文字運用的技巧。
4、有文言文與語體，文法之異同、詞性及虛字的用法。
三、精選範文以熟讀深思為主；短篇文言文、詩詞、佳句均宜背誦。
四、語體文講解時，應指示全篇主旨，全文結構。並以提問或討論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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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1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數列
與級數

1-1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1-2等比數列與等比級數 8

(二)機率
2-1樣本空間與事件
2-2機率的性質
2-3數學期望值

10

(三)排列
組合

3-1乘法原理與樹狀圖
3-2排列
3-3組合
3-4二項式定理

12

(四)三角
函數的應
用

1-1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
1-2正弦與餘弦定理
1-3解三角形問題

14

(五)二次
曲線

1-1圓方程式 
1-2圓與直線的關係
1-3拋物線的圖形與標準式
1-4橢圓的圖形與標準式
1-5雙曲線

12

(六)微積
分及其應
用

3-1極限的概念
3-2多項函數的導數與導函數
3-3微分公式
3-4微分的應用
3-5積分的概念與反導函數
3-6多項函數的積分

16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可採紙筆測驗、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等多元形式，並應避免偏重紙筆測驗。
二、學習評量應兼顧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並可視學生實際需要，實施診斷性評量、安置性評量或學生轉銜評估。
三、教師應依據學習評量需求自行設計學習評量工具。評量的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不同階級/背景/文化
及核心素養內涵，並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不同層面的學習表現，彈性設計評量的深度與廣度。

教學資源

一、透過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行動研究、課堂教學研究等多
元專業發展活動方式，以不斷提升自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二、在學生已熟練計算原理的情況下，為避免太多繁複計算降低學習效率，允許學生於學習及評量中適當地使用計算機。
例如指數、對數函數及三角函數求值…等。
三、善用各種教學資訊平臺，如教育部高職數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材、均一教育平台、可汗學院及可汗學院（中文
版）…等。
四、在學生已熟練計算原理的情況下，為避免太多繁複計算降低學習效率，允許學生於學習及評量中適當地使用計算機。
例如指數、對數函數及三角函數求值…等。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應顧及日常生活與職業群中現實問題的應用，連結專業科目課程學習，並在教材中安排隨堂練習，供學生在
課堂上演練，使理論與應用並重，在情境中求真實。
二、除了知識內容的學習，更強調學習歷程和學習表現的重要，使學生喜歡學習及學會如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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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
事項

三、教材的呈現應循序漸進，適當鋪陳，引發學習動機，注意學生學習心理，可設計學習活動增加學生學習歷程之體驗。
四、教師可透過提問、討論、欣賞、發表、操作、情境體驗等有效的教學活動與策略，引導學生創造與省思，提供學生更
多參與互動及力行實踐的機會，以強化學生主動學習的角色。
五、教師指派學生作業宜多元、適性與適量，並讓學生了解作業的意義和表現基準，以提升學習動機、激發學生思考與發
揮想像、延伸與應用所學，並讓學生從作業回饋中獲得成就感。
六、教材內容需衡量未來進入技專校院所需之數學能力以，並提供高層次認知思考能力之學習素材，讓學生習得運用知識
解決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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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1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體適能
英文名稱 Physical fitnes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電機科 汽車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1/2/2/1 1/2/2/1 1/2/2/1 1/2/2/1 1/2/2/1

學分數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鍛鍊學生身心、使其均衡發展。
二、充實體育知識、培養運動興趣。
三、鍛練運動技能、提高適應能力。
四、培養運動習慣、充實休閒生活。
五、培養優雅風度、樹立守法精神。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排球

排球運動簡介,低手傳球
高手傳球
扣球,底線對地扣球練習、底線對空扣球練習
對牆扣球、步伐練習、空拋跳躍扣球
發球練習
接發球練習
舉球練習
守備練習
站位與輪轉、球的路線分析
虛攻球、快攻球
B式快攻、A式快攻
針對快攻攔網

10

(二)籃球

一對一運球過人、一對二運球過人
接傳球
投籃
帶球上籃
移位傳接球
運球急停跳投
接球投籃、轉身投籃
行進間傳球步伐練習
運球急停跳投
接球投籃、轉身投籃

10

(三)羽球

握拍、正拍擊球
正拍擊球、反拍擊球
發球練習
基本步伐、規則簡介
組合步伐練習與應用
上網步伐、後場區步伐練習
?合練習、單打戰術

10

(四)田徑
短距離跑基本動作
起跑 加速跑 彎道跑
中距離跑
急行跳遠

10

足內側傳球、停球、足背、大腿停球
胸部停球、頭頂傳球
定點射門、球移動射門
綜合動作－比賽25定點射門測驗
傳接球、腳內側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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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足球 正足背傳接
傳接高球
五人制足球基本介紹、規則
自由球、十二碼罰球練習
角球、場邊擲球練習

10

(六)壘球

傳接球（含滾地防守球）
防守動作練習
攻擊動作練習
比賽綜合動作練習
跑壘技巧、滑壘動作
進階投球練習(內旋球、外旋球)
進階守備練習(補位、內野快傳)
進階打擊練習 (平推、滾地、長打
、 犧牲)

10

(七)有氧健身操
熱身動作(一)到(六)
主要活動(七)到(十三)
緩和活動(十四)到(十六)

10

(八)水上安全與救生及 運動傷害訪
護

水上安全與救生及
運動傷害訪護宣導講座 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第一、二、三次定期考查成績(含紙筆測驗50%、平常表現及作業50%)
(二)學期總成績：第一、二次定考平均成績*30%+第三次定考平均成績*30%+平時總考核
*40%)
(三)評量方式：
1.定期考試評量
2.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

教學資源
一、學習踏實基本動作認知及增進技術、技能之成效。
二、學習全員參與，增強基本體能。
三、學習從簡而難，由個別技能到團隊合作競賽之學習成效。
四、教科書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慢跑(培養基本體能)再暖身運動。
二、三段式教學:(講解示範、分組練習、檢討評量)。
三、教學方法:
(1)示範模擬法。(2)分組練習法。
(3)學生導師法。(4)檢查糾正法。
(5)相互競賽法。(6)觀摩比較法。
(7)個別輔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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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1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實用英文
英文名稱 Practical English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美容科 電機科 汽車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3/3 3/3 3/3 3/3

學分數 2/2 2/2 2/2 2/2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培養本校學生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與應用能力。
二、 利用教育性、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英文文章了解語言文化。
三、 培養學習英語文之興趣和動機。
四、 吸收人文、科學及社會相關知識。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
註

(一)Friends
1.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one’s friends.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It is no wonder that…; such…as…

4

(二)Adventure Sports in
Queenstown

1.To know Queenstown, a town in New Zealand.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be known as…; more than…

5

(三)Organic Foods
1.To kn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rganic foods and conventional food.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beV+ Vp.p + by

4

(四) The Immune System
1.To know our immune system in English.
2.To fill out the English forms. 
3.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4.To know the patterns: S, including + N, + V 

4

(五) Fisherman’s Wharf
1.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Fisherman’s Wharf in
Danshui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pattern: be combined with/ both…and…

5

(六)Art
1.To know about the evolution of art.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of the artists’ background or style.
4.To know the pattern: so…that… 

4

(七)E-mails
1.To learn how to write an e-mail.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Review the usage of frequency adverb.
4.To know the patterns: Wheather+S+V…,S+V…

5

(八)The Arctic Ice Cap
1.To know the results of the Arctic ice melting.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pattern: more and more+adj

5

(九) Nothing Is Impossible
1.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optimism.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To one’s emotional adjective…;
linking verbs

4

(十)Soccer

1.To introduce the sport soccer.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be considered to be…」and 「as…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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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Pizza
1.To introduce the origin of pizza.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too…to」

4

(十二)Robot
1.To introduce new technology “Robots”.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had＋Vp.p.」

4

(十三)The Bermuda
Triangle

1.To know “the Bermuda Triangle.”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倒裝句法「…也…」：So +助動詞/
Be動詞+主詞; What makes +O + (N/Adj) +單數動詞…

5

(十四)Sherlock Holmes
1.To know Sherlock Holmes.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participial construction; superlative 
degree. 

4

(十五)Ad
1.To know the ad thoroughly.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with+ O+ adj./ with+ O+ V-ing / with+
O+ Vpp / with+ O+ 介系詞片語.

5

(十六)H1N1
1.To know what is H1N1 and how to preven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2.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 “ All one need/can do is + VR “

5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每課範文教完後，應作學習效果評量，藉以測知學生學習及自我教學績效。
二、課後作業應完成並繳交批閱。
三、考試：分平時測驗、定期考查。
四、評量方式：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定期考試評量。
五、評分標準：
(一)平時成績佔40%(含上課態度、隨堂測驗及作業)
　　(二)第一次定期考查佔30%
　　(三)第二次定期考查佔30%

教學資源

一、教導學生如何做好預習及複習進度。
二、採課堂講述法，並搭配習題加以練習，使學生充分了解課程精義所在。
三、依據進度舉辦平時考試，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果。
四、定期派作業並批閱，使學生熟能生巧。
五、適度使用多媒體教材進行教學，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學習預期成效，單元目標方面：
1.認知方面：利用教育性、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英文文章了解語言文化。
2.技能方面：培養本校學生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與應用能力。
3.情意方面：培養學習英語文之興趣和動機。
行為目標方面：
1.吸收人文、科學及社會相關知識。
2.具備基本職場應用單字及口語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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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2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原住民族語文-排灣語
英文名稱 Aboriginal Language - Paiwan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資訊科 電機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2/1 3/3/2/1 3/3/2/1 3/3/2/1 3/3/3

學分數 2/2/1/1 2/2/1/1 2/2/1/1 2/2/1/1 2/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啟發學習原住民族語文的興趣。 
二、習得原住民族語文理解、表達、溝通的能力。
三、強化原住民族語文涵養與族群認同。 
四、傳承原住民族智慧及文化創新之素養。 
五、培養多語言知能與多文化視野。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原住民語文-
語音 1.各方言語調所表達的意義與情緒。 6

(二)原住民語文-
語音 1.各方言語調所表達的意義與情緒。 6

(三)原住民語文-
語詞 1.各方言別同一語詞的不同說法（方言詞彙）。 2.創新詞。 12

(四)原住民語文-
語詞 1.各方言別同一語詞的不同說法（方言詞彙）。 2.創新詞。 12

(五)原住民語文-
句型 1.複雜句（認知、從屬、連動、樞紐等結構）。 2.不同部落的習慣用語。 12

(六)原住民語文-
句型 1.複雜句（認知、從屬、連動、樞紐等結構）。 2.不同部落的習慣用語。 12

(七)原住民語文-
段落/篇章

1.自己的想法與願望。 2.事情的始末。 3.各類文體及資訊媒材（教師視學生程度作難易度調
整）。 9

(八)原住民語文-
段落/篇章

1.自己的想法與願望。 2.事情的始末。 3.各類文體及資訊媒材（教師視學生程度作難易度調
整）。 9

(九)原住民文化-
生活用語 1.節慶代表的意義。 2.文化祭儀的個人觀點。 3.生涯規劃。 4.部落公眾事務。 9

(十)原住民文化-
生活用語 1.節慶代表的意義。 2.文化祭儀的個人觀點。 3.生涯規劃。 4.部落公眾事務。 9

(十一)原住民文
化-自然地理與傳
統領域

1.部落尋根活動。 9

(十二)原住民文
化-自然地理與傳
統領域

1.部落尋根活動。 9

(十三)原住民文
化-生命禮俗 1.文化祭儀的傳說故事。 2.文化祭儀活動參與經驗的分享。 3.歲時祭儀用語。 12

(十四)原住民文
化-生命禮俗 1.文化祭儀的傳說故事。 2.文化祭儀活動參與經驗的分享。 3.歲時祭儀用語。 12

(十五)原住民文
化-祖先的話語 1.祭儀的歌曲。 9

(十六)原住民文
化-祖先的話語 1.祭儀的歌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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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原住民文
化-傳統歌謠 1.傳統歌謠的賞析。 6

(十八)原住民文
化-傳統歌謠 1.傳統歌謠的賞析。 6

(十九)原住民文
化-漁獵文化/歲
時祭儀

1.漁獵的生態知識。 2.部落漁獵人的故事。 9

(二十)原住民文
化-漁獵文化/歲
時祭儀

1.漁獵的生態知識。 2.部落漁獵人的故事。 9

(二十一)原住民
文化-農耕文化/
歲時祭儀

1.農耕工作的生態知識及分享參與經驗。 9

(二十二)原住民
文化-農耕文化/
歲時祭儀

1.農耕工作的生態知識及分享參與經驗。 9

(二十三)原住民
文化-氣候/歲時
祭儀

1.祈天祭（如：祈雨、祈晴）。 2.自然災害用語（如：颱風、土石流等）。 6

(二十四)原住民
文化-氣候/歲時
祭儀

1.祈天祭（如：祈雨、祈晴）。 2.自然災害用語（如：颱風、土石流等）。 6

合計 21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評量的範圍應與教學目標密切配合，可分為知識、思考、認知理解、技能和情意等類
別。除了紙筆測驗之外，可兼採聽力與口說測驗等方式。聽力測驗宜著重理解文本的內容大
意與重點；口說測驗宜著重使用適切的原住民族語完成溝通任務。另外，角色扮演、配對練
習、小組互動、平時的課堂表現、學習態度、課堂參與、作業書寫與繳交情形等皆可列入評
量範圍。
(二)評量方式應考慮其全面、客觀及多元性，並涵蓋強化溝通與合作學習能力的評量（如：
口語表達、遊戲化評量等）。
(三)學習評量應兼顧診斷性評量、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且宜採用多元學習評量為原則
（如：紙筆測驗、口語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等）。例如在進行部落踏查或參與文化祭
儀時，得邀請部落/社區耆老或家長參與，多方檢核學生對原住民族語文及文化的了解與認
同。
(四)原住民族語文的學習評量，除了應視為課程發展的一部分，並適度結合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認證分級制度。
(五)教師規劃學習評量時，應以學生為主體，根據教學目標檢視學習成果，並事先告知學生
評量的相關內容與方法。
(六)評量以口語表達、生活應用對話、實作表現為主，紙筆測驗為輔。
(七)評量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養內涵，包括語言、文
學、社會生活等面向。應注重語言技能（聆聽、說話、閱讀、書寫、綜合應用能力），且以
實用性為主。難易度應符合學生程度，宜依照適性原則編寫，取材避免冷僻艱深，亦應對特
殊生個別需求提供適當的評量調整。
(八)學習評量結果可用質性描述呈現。質性描述包括學生學習目標的達成情形、學習的優
勢、課內外課程活動的參與情形、學習動機與態度、跨文化領域的理解程度等。
(九)有關學習評量的回饋應用，建議教師可建立學生個人化的檔案，於每次評量後進行簡易
分析，以評估詴題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並診斷學生的學習狀況，提供學生加深、加廣或補
救教學的適性學習輔導。

教學資源

(一)教學資源要素：教學資源是落實教學現場有效教學重要的要素，主要包含教學環境、教學材料及教學支持系統
三個面向，其內容包含資源中心、資源教室、教學空間、教學設施、教材、圖書設備、數位資源、教師專業增能、
家庭教育、社會參與。 
(二)資源中心與資源教室：原住民族地區學校及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應依《原住民族教育法》，設置民族教育資源教
室或中心，協助各校推動與發展原住民族語文。 
(三)教學空間與教學設施：學校應依民族特性，整體規劃具民族文化特色之校園環境，設置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教
室，以充實完善之現代化視聽設備，提供學生多元生動活潑的學習方式，落實原住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教育之目
標。 
(四)教材與圖書設備：學校應提供實施原住民族語文學習所需之課本、教材、教具、影音圖書等資源提供補充教材
（如：字母篇、生活會話篇、閱讀書寫篇、文化篇等），並設置專櫃管理。另為充實族語學習教材，學校亦應研發
各類補充教材，讓教師參酌使用。 
(五)數位資源：學校應連結族語數位學習平臺，並整合線上相關開放課程，提供學生自主自發、管道多元的語文學
習之機會與環境。 
(六)教師專業增能：學校應連結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9 條所設置之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專責單位及大學端
資源，發展教師專業社群，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七)家庭教育與社會參與：學校應鼓勵家庭與部落/社區的全面參與，讓語文的學習，深耕於家庭與部落/社區，全
面營造優質的語文學習環境。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
(一)學校應在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發行之教材基礎上，連結在地資源開發更多與民
族文化元素相結合的族語教材，包括平面教材或其他與科技媒體結合的教學媒材。
(二)原住民族語文教材編選宜發揚原住民族知識與智慧，內容可包含神話傳說故事暨文學、
唸謠及歌曲、依語境說話的藝術及表達技巧、社會制度組織及性別分工（如：原住民族有母
系社會，頇注意各民族獨特的社會制度與性別分工，並分辨其與國際常見的性別分工之差
異）、藝術與樂舞、環境生態保育（包含海洋、河流、湖泊、山林等自然環境）、傳統生活
技能、傳統信仰與祭儀、民族重要節日（如：原住民族日為 8月 1 日以紀念「原住民」入
憲、世界原住民日為 8 月 9 日、世界母語日為 2 月 21 日及其他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國家指定之原住民族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民族關係與部落歷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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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落倫理與禁忌等。
(三)教材編纂應依據學生興趣、需要、能力，由簡入繁、由易入難、新舊交疊、循序漸進，
以利複習所學。
(四)教材範圍包括學生手冊和教師手冊、教具及輔助媒體等。教師手冊內容應包括「教材教
法」及「語言結構」兩部分。「教材教法」分為基本編輯理念、語言成份教學、語言能力、
編印設計、教學指引、練習本等六大項；「語言結構」分為書寫系統、語言成份、輔助媒體
等三大項。
(五)教材編寫，以培養學生族語溝通能力和保存原住民族語言文化為依歸。
(六)教材編排和教學活動之設計，應兼顧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能力的培養。
(七)教材編寫方式，以符合「溝通與功能導向」的主題性教學法為原則。
(八)教材編寫方式，應涵蓋多元性、注意多樣化，如每課宜包括口語會話、短文、語調練
習、發音練習、各種不同的句型練習、補充教材、練習本、文化習俗等，以利教師設計不同
類別的主題教學活動。
(九)教材中之插圖應力求生動活潑，配合課文內容及原住民族特性，圖文排版需層次分明，
切忌內文與族語重疊。
(十)每冊目次應列出每課的主題，附錄則應列出該冊的詞彙索引。每冊均附有練習本（簿）
和有聲媒材，供學生和家長課後練習、複習，俾利加強族語能力。
(十一)每冊均應備有教科用書（或教學錄音資料），供教師參考。
(十二)學校宜有族語教材定期檢視機制，教材編輯完成且經過詴用後，確實進行評估修訂。
各校自編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以確保族語教材內容之品質。
教學方法
(一)教學課程的內容包括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等能力。
(二)學校應以年級別進行教學為主，亦可依學生選習之語言類別、程度、需求（如：高級中
等學校的選修本土語文課程，必要時可開設一級的課程），以班群方式跨越班級開課。
(三)依循由簡入繁、由易入難、循序漸進、反覆練習的原則進行教學。
(四)應培養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運用能力，設計多樣或不同類型的教學活動。活
動內容以生活化、趣味化、統整化為原則。
(五)透過情境化的活動，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並增加雙向互動的機會，並能實施戶外學習覺
知自然環境與原住民族生活的關係。
(六)配合教學目標，鼓勵學生部落踏查、參與文化祭儀，讓學生走進部落/社區，自然沉浸在
文化情境中，共同學習、做中學、促進全人成長。
(七)適切地使用視聽媒體教學並引導學生使用原住民族語文相關的數位資源。
(八)充分應用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導向的內容，針對特定語言能力的培養，選擇適合的教學法
（如：運用肢體反應法訓練聆聽能力等）。
(九)教師應力求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改變過去學生被動聽講的單向教學方式。
(十)學校應視需要結合部落耆老共同教學，以傳遞民族傳統知識及價值觀，且應闡揚原住民
族的生態智慧，進而永續治理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十一)教師及學生應儘量以原住民族語文進行教學互動，營造完全沉浸或部分沉浸式教學，
在書寫方面應加強教師運用書寫符號的族語讀寫能力，循序漸進增加學生的字詞數，以落實
族語的讀寫教育。
(十二)教師、學生、家長及部落耆老共同布置教室或學習環境，營造全族語共學的學習情
境。
(十三)於第一學習階段先認識原住民族書寫系統的字母，再依學生的接受度，循序漸進提供
拼音系統的學習，拼音教學建議以母音為優先，建議在國民小學一年級國語文首冊教畢後施
行。
(十四)以原住民族各民族為主體的性別分工的價值，解讀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族群、性別刻板
印象，認識本土和國際社會的性別文化差異，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進行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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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2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國語文選
英文名稱 Chinese Collection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電機科 汽車科 美容科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3 3 3 3

學分數 2 2 2 2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提高學生閱讀及寫作之能力
二、培養學生閱讀及欣賞淺近古籍及現代詩之能力。
三、啟發學生對文學的興趣及思考。
四、培養學生思考、創造及充份表達意見之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始得西山宴遊記 學習柳宗元面對逆境，雖然一開始悶悶不樂，後來敞開心胸的心境 7
(二)火車與稻田 本文闡述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別，以及火車在本課所代表的角色。 5
(三)赤壁賦 認識蘇軾生平、及創作本文的胸襟與以順處逆的人生態度。 7
(四)燭之武退秦師 認識左傳及燭之武說服秦穆公罷戰轉而協防之事。 7
(五)劉姥姥進大觀園 體會劉姥姥得為人處事態度及賈府興盛時期的奢華樣貌。 6
(六)蒹葭 學習蒹葭一詩中所傳達的深情與意境。 4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第一、二、三次定期考查成績(含紙筆測驗50%、平常表現及作業50%)
(二)學期總成績：第一、二次定考平均成績*30%+第三次定考平均成績*30%+平時總考核*40%)
(三)評量方式：
1.定期考試評量
2.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

教學資源 黑板粉筆、課本、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試題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範文講解，宜先輔導學生作預習，明瞭課文大意並引起動機。
二、講授時，須注意下列各項之解釋：
1、全篇主旨，體裁及作法。
2、生字之形音義，詞彙之相合及成語典故之出處、用法。
3、內容及段落大意，尤其注意文字運用的技巧。
4、有文言文與語體，文法之異同、詞性及虛字的用法。
三、精選範文以熟讀深思為主；短篇文言文、詩詞、佳句均宜背誦。
四、語體文講解時，應指示全篇主旨，全文結構。並以提問或討論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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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2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數列
與級數

1-1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1-2等比數列與等比級數 8

(二)機率
2-1樣本空間與事件
2-2機率的性質
2-3數學期望值

10

(三)排列
組合

3-1乘法原理與樹狀圖
3-2排列
3-3組合
3-4二項式定理

12

(四)三角
函數的應
用

1-1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
1-2正弦與餘弦定理
1-3解三角形問題

14

(五)二次
曲線

1-1圓方程式 
1-2圓與直線的關係
1-3拋物線的圖形與標準式
1-4橢圓的圖形與標準式
1-5雙曲線

12

(六)微積
分及其應
用

3-1極限的概念
3-2多項函數的導數與導函數
3-3微分公式
3-4微分的應用
3-5積分的概念與反導函數
3-6多項函數的積分

16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可採紙筆測驗、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等多元形式，並應避免偏重紙筆測驗。
二、學習評量應兼顧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並可視學生實際需要，實施診斷性評量、安置性評量或學生轉銜評估。
三、教師應依據學習評量需求自行設計學習評量工具。評量的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不同階級/背景/文化
及核心素養內涵，並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不同層面的學習表現，彈性設計評量的深度與廣度。

教學資源

一、透過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行動研究、課堂教學研究等多
元專業發展活動方式，以不斷提升自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二、在學生已熟練計算原理的情況下，為避免太多繁複計算降低學習效率，允許學生於學習及評量中適當地使用計算機。
例如指數、對數函數及三角函數求值…等。
三、善用各種教學資訊平臺，如教育部高職數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材、均一教育平台、可汗學院及可汗學院（中文
版）…等。
四、在學生已熟練計算原理的情況下，為避免太多繁複計算降低學習效率，允許學生於學習及評量中適當地使用計算機。
例如指數、對數函數及三角函數求值…等。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應顧及日常生活與職業群中現實問題的應用，連結專業科目課程學習，並在教材中安排隨堂練習，供學生在
課堂上演練，使理論與應用並重，在情境中求真實。
二、除了知識內容的學習，更強調學習歷程和學習表現的重要，使學生喜歡學習及學會如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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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
事項

三、教材的呈現應循序漸進，適當鋪陳，引發學習動機，注意學生學習心理，可設計學習活動增加學生學習歷程之體驗。
四、教師可透過提問、討論、欣賞、發表、操作、情境體驗等有效的教學活動與策略，引導學生創造與省思，提供學生更
多參與互動及力行實踐的機會，以強化學生主動學習的角色。
五、教師指派學生作業宜多元、適性與適量，並讓學生了解作業的意義和表現基準，以提升學習動機、激發學生思考與發
揮想像、延伸與應用所學，並讓學生從作業回饋中獲得成就感。
六、教材內容需衡量未來進入技專校院所需之數學能力以，並提供高層次認知思考能力之學習素材，讓學生習得運用知識
解決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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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2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實用英文
英文名稱 Practical English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美容科 電機科 汽車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3/3 3/3 3/3 3/3

學分數 2/2 2/2 2/2 2/2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培養本校學生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與應用能力。
二、 利用教育性、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英文文章了解語言文化。
三、 培養學習英語文之興趣和動機。
四、 吸收人文、科學及社會相關知識。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
註

(一)Friends
1.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one’s friends.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It is no wonder that…; such…as…

4

(二)Adventure Sports in
Queenstown

1.To know Queenstown, a town in New Zealand.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be known as…; more than…

5

(三)Organic Foods
1.To kn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rganic foods and conventional food.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beV+ Vp.p + by

4

(四) The Immune System
1.To know our immune system in English.
2.To fill out the English forms. 
3.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4.To know the patterns: S, including + N, + V 

4

(五) Fisherman’s Wharf
1.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Fisherman’s Wharf in
Danshui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pattern: be combined with/ both…and…

5

(六)Art
1.To know about the evolution of art.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of the artists’ background or style.
4.To know the pattern: so…that… 

4

(七)E-mails
1.To learn how to write an e-mail.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Review the usage of frequency adverb.
4.To know the patterns: Wheather+S+V…,S+V…

5

(八)The Arctic Ice Cap
1.To know the results of the Arctic ice melting.
2.To use vocabularie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pattern: more and more+adj

5

(九) Nothing Is Impossible
1.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optimism.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To one’s emotional adjective…;
linking verbs

4

(十)Soccer

1.To introduce the sport soccer.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be considered to be…」and 「as…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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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Pizza
1.To introduce the origin of pizza.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too…to」

4

(十二)Robot
1.To introduce new technology “Robots”.
2.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vocabularies & idioms to apply them
into daily lives.
3.To analyze sentence structures through reading completely.
4.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had＋Vp.p.」

4

(十三)The Bermuda
Triangle

1.To know “the Bermuda Triangle.”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倒裝句法「…也…」：So +助動詞/
Be動詞+主詞; What makes +O + (N/Adj) +單數動詞…

5

(十四)Sherlock Holmes
1.To know Sherlock Holmes.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participial construction; superlative 
degree. 

4

(十五)Ad
1.To know the ad thoroughly.
2.To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and idioms correctly in the daily life.
3.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s: with+ O+ adj./ with+ O+ V-ing / with+
O+ Vpp / with+ O+ 介系詞片語.

5

(十六)H1N1
1.To know what is H1N1 and how to preven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2.To know the sentence pattern : “ All one need/can do is + VR “

5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每課範文教完後，應作學習效果評量，藉以測知學生學習及自我教學績效。
二、課後作業應完成並繳交批閱。
三、考試：分平時測驗、定期考查。
四、評量方式：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定期考試評量。
五、評分標準：
(一)平時成績佔40%(含上課態度、隨堂測驗及作業)
　　(二)第一次定期考查佔30%
　　(三)第二次定期考查佔30%

教學資源

一、教導學生如何做好預習及複習進度。
二、採課堂講述法，並搭配習題加以練習，使學生充分了解課程精義所在。
三、依據進度舉辦平時考試，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果。
四、定期派作業並批閱，使學生熟能生巧。
五、適度使用多媒體教材進行教學，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學習預期成效，單元目標方面：
1.認知方面：利用教育性、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英文文章了解語言文化。
2.技能方面：培養本校學生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與應用能力。
3.情意方面：培養學習英語文之興趣和動機。
行為目標方面：
1.吸收人文、科學及社會相關知識。
2.具備基本職場應用單字及口語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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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2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體適能
英文名稱 Physical fitnes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電機科 汽車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1/2/2/1 1/2/2/1 1/2/2/1 1/2/2/1 1/2/2/1

學分數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鍛鍊學生身心、使其均衡發展。
二、充實體育知識、培養運動興趣。
三、鍛練運動技能、提高適應能力。
四、培養運動習慣、充實休閒生活。
五、培養優雅風度、樹立守法精神。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排球

排球運動簡介,低手傳球
高手傳球
扣球,底線對地扣球練習、底線對空扣球練習
對牆扣球、步伐練習、空拋跳躍扣球
發球練習
接發球練習
舉球練習
守備練習
站位與輪轉、球的路線分析
虛攻球、快攻球
B式快攻、A式快攻
針對快攻攔網

10

(二)籃球

一對一運球過人、一對二運球過人
接傳球
投籃
帶球上籃
移位傳接球
運球急停跳投
接球投籃、轉身投籃
行進間傳球步伐練習
運球急停跳投
接球投籃、轉身投籃

10

(三)羽球

握拍、正拍擊球
正拍擊球、反拍擊球
發球練習
基本步伐、規則簡介
組合步伐練習與應用
上網步伐、後場區步伐練習
?合練習、單打戰術

10

(四)田徑
短距離跑基本動作
起跑 加速跑 彎道跑
中距離跑
急行跳遠

10

足內側傳球、停球、足背、大腿停球
胸部停球、頭頂傳球
定點射門、球移動射門
綜合動作－比賽25定點射門測驗
傳接球、腳內側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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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足球 正足背傳接
傳接高球
五人制足球基本介紹、規則
自由球、十二碼罰球練習
角球、場邊擲球練習

10

(六)壘球

傳接球（含滾地防守球）
防守動作練習
攻擊動作練習
比賽綜合動作練習
跑壘技巧、滑壘動作
進階投球練習(內旋球、外旋球)
進階守備練習(補位、內野快傳)
進階打擊練習 (平推、滾地、長打
、 犧牲)

10

(七)有氧健身操
熱身動作(一)到(六)
主要活動(七)到(十三)
緩和活動(十四)到(十六)

10

(八)水上安全與救生及 運動傷害訪
護

水上安全與救生及
運動傷害訪護宣導講座 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第一、二、三次定期考查成績(含紙筆測驗50%、平常表現及作業50%)
(二)學期總成績：第一、二次定考平均成績*30%+第三次定考平均成績*30%+平時總考核
*40%)
(三)評量方式：
1.定期考試評量
2.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

教學資源
一、學習踏實基本動作認知及增進技術、技能之成效。
二、學習全員參與，增強基本體能。
三、學習從簡而難，由個別技能到團隊合作競賽之學習成效。
四、教科書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慢跑(培養基本體能)再暖身運動。
二、三段式教學:(講解示範、分組練習、檢討評量)。
三、教學方法:
(1)示範模擬法。(2)分組練習法。
(3)學生導師法。(4)檢查糾正法。
(5)相互競賽法。(6)觀摩比較法。
(7)個別輔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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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2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原住民族語文-排灣語
英文名稱 Aboriginal Language - Paiwan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資訊科 電機科 美容科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2/1 3/3/2/1 3/3/2/1 3/3/2/1 3/3/3

學分數 2/2/1/1 2/2/1/1 2/2/1/1 2/2/1/1 2/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啟發學習原住民族語文的興趣。 
二、習得原住民族語文理解、表達、溝通的能力。
三、強化原住民族語文涵養與族群認同。 
四、傳承原住民族智慧及文化創新之素養。 
五、培養多語言知能與多文化視野。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原住民語文-
語音 1.各方言語調所表達的意義與情緒。 6

(二)原住民語文-
語音 1.各方言語調所表達的意義與情緒。 6

(三)原住民語文-
語詞 1.各方言別同一語詞的不同說法（方言詞彙）。 2.創新詞。 12

(四)原住民語文-
語詞 1.各方言別同一語詞的不同說法（方言詞彙）。 2.創新詞。 12

(五)原住民語文-
句型 1.複雜句（認知、從屬、連動、樞紐等結構）。 2.不同部落的習慣用語。 12

(六)原住民語文-
句型 1.複雜句（認知、從屬、連動、樞紐等結構）。 2.不同部落的習慣用語。 12

(七)原住民語文-
段落/篇章

1.自己的想法與願望。 2.事情的始末。 3.各類文體及資訊媒材（教師視學生程度作難易度調
整）。 9

(八)原住民語文-
段落/篇章

1.自己的想法與願望。 2.事情的始末。 3.各類文體及資訊媒材（教師視學生程度作難易度調
整）。 9

(九)原住民文化-
生活用語 1.節慶代表的意義。 2.文化祭儀的個人觀點。 3.生涯規劃。 4.部落公眾事務。 9

(十)原住民文化-
生活用語 1.節慶代表的意義。 2.文化祭儀的個人觀點。 3.生涯規劃。 4.部落公眾事務。 9

(十一)原住民文
化-自然地理與傳
統領域

1.部落尋根活動。 9

(十二)原住民文
化-自然地理與傳
統領域

1.部落尋根活動。 9

(十三)原住民文
化-生命禮俗 1.文化祭儀的傳說故事。 2.文化祭儀活動參與經驗的分享。 3.歲時祭儀用語。 12

(十四)原住民文
化-生命禮俗 1.文化祭儀的傳說故事。 2.文化祭儀活動參與經驗的分享。 3.歲時祭儀用語。 12

(十五)原住民文
化-祖先的話語 1.祭儀的歌曲。 9

(十六)原住民文
化-祖先的話語 1.祭儀的歌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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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原住民文
化-傳統歌謠 1.傳統歌謠的賞析。 6

(十八)原住民文
化-傳統歌謠 1.傳統歌謠的賞析。 6

(十九)原住民文
化-漁獵文化/歲
時祭儀

1.漁獵的生態知識。 2.部落漁獵人的故事。 9

(二十)原住民文
化-漁獵文化/歲
時祭儀

1.漁獵的生態知識。 2.部落漁獵人的故事。 9

(二十一)原住民
文化-農耕文化/
歲時祭儀

1.農耕工作的生態知識及分享參與經驗。 9

(二十二)原住民
文化-農耕文化/
歲時祭儀

1.農耕工作的生態知識及分享參與經驗。 9

(二十三)原住民
文化-氣候/歲時
祭儀

1.祈天祭（如：祈雨、祈晴）。 2.自然災害用語（如：颱風、土石流等）。 6

(二十四)原住民
文化-氣候/歲時
祭儀

1.祈天祭（如：祈雨、祈晴）。 2.自然災害用語（如：颱風、土石流等）。 6

合計 21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評量的範圍應與教學目標密切配合，可分為知識、思考、認知理解、技能和情意等類
別。除了紙筆測驗之外，可兼採聽力與口說測驗等方式。聽力測驗宜著重理解文本的內容大
意與重點；口說測驗宜著重使用適切的原住民族語完成溝通任務。另外，角色扮演、配對練
習、小組互動、平時的課堂表現、學習態度、課堂參與、作業書寫與繳交情形等皆可列入評
量範圍。
(二)評量方式應考慮其全面、客觀及多元性，並涵蓋強化溝通與合作學習能力的評量（如：
口語表達、遊戲化評量等）。
(三)學習評量應兼顧診斷性評量、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且宜採用多元學習評量為原則
（如：紙筆測驗、口語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等）。例如在進行部落踏查或參與文化祭
儀時，得邀請部落/社區耆老或家長參與，多方檢核學生對原住民族語文及文化的了解與認
同。
(四)原住民族語文的學習評量，除了應視為課程發展的一部分，並適度結合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認證分級制度。
(五)教師規劃學習評量時，應以學生為主體，根據教學目標檢視學習成果，並事先告知學生
評量的相關內容與方法。
(六)評量以口語表達、生活應用對話、實作表現為主，紙筆測驗為輔。
(七)評量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養內涵，包括語言、文
學、社會生活等面向。應注重語言技能（聆聽、說話、閱讀、書寫、綜合應用能力），且以
實用性為主。難易度應符合學生程度，宜依照適性原則編寫，取材避免冷僻艱深，亦應對特
殊生個別需求提供適當的評量調整。
(八)學習評量結果可用質性描述呈現。質性描述包括學生學習目標的達成情形、學習的優
勢、課內外課程活動的參與情形、學習動機與態度、跨文化領域的理解程度等。
(九)有關學習評量的回饋應用，建議教師可建立學生個人化的檔案，於每次評量後進行簡易
分析，以評估詴題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並診斷學生的學習狀況，提供學生加深、加廣或補
救教學的適性學習輔導。

教學資源

(一)教學資源要素：教學資源是落實教學現場有效教學重要的要素，主要包含教學環境、教學材料及教學支持系統
三個面向，其內容包含資源中心、資源教室、教學空間、教學設施、教材、圖書設備、數位資源、教師專業增能、
家庭教育、社會參與。 
(二)資源中心與資源教室：原住民族地區學校及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應依《原住民族教育法》，設置民族教育資源教
室或中心，協助各校推動與發展原住民族語文。 
(三)教學空間與教學設施：學校應依民族特性，整體規劃具民族文化特色之校園環境，設置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教
室，以充實完善之現代化視聽設備，提供學生多元生動活潑的學習方式，落實原住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教育之目
標。 
(四)教材與圖書設備：學校應提供實施原住民族語文學習所需之課本、教材、教具、影音圖書等資源提供補充教材
（如：字母篇、生活會話篇、閱讀書寫篇、文化篇等），並設置專櫃管理。另為充實族語學習教材，學校亦應研發
各類補充教材，讓教師參酌使用。 
(五)數位資源：學校應連結族語數位學習平臺，並整合線上相關開放課程，提供學生自主自發、管道多元的語文學
習之機會與環境。 
(六)教師專業增能：學校應連結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9 條所設置之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專責單位及大學端
資源，發展教師專業社群，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七)家庭教育與社會參與：學校應鼓勵家庭與部落/社區的全面參與，讓語文的學習，深耕於家庭與部落/社區，全
面營造優質的語文學習環境。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
(一)學校應在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發行之教材基礎上，連結在地資源開發更多與民
族文化元素相結合的族語教材，包括平面教材或其他與科技媒體結合的教學媒材。
(二)原住民族語文教材編選宜發揚原住民族知識與智慧，內容可包含神話傳說故事暨文學、
唸謠及歌曲、依語境說話的藝術及表達技巧、社會制度組織及性別分工（如：原住民族有母
系社會，頇注意各民族獨特的社會制度與性別分工，並分辨其與國際常見的性別分工之差
異）、藝術與樂舞、環境生態保育（包含海洋、河流、湖泊、山林等自然環境）、傳統生活
技能、傳統信仰與祭儀、民族重要節日（如：原住民族日為 8月 1 日以紀念「原住民」入
憲、世界原住民日為 8 月 9 日、世界母語日為 2 月 21 日及其他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國家指定之原住民族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民族關係與部落歷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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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落倫理與禁忌等。
(三)教材編纂應依據學生興趣、需要、能力，由簡入繁、由易入難、新舊交疊、循序漸進，
以利複習所學。
(四)教材範圍包括學生手冊和教師手冊、教具及輔助媒體等。教師手冊內容應包括「教材教
法」及「語言結構」兩部分。「教材教法」分為基本編輯理念、語言成份教學、語言能力、
編印設計、教學指引、練習本等六大項；「語言結構」分為書寫系統、語言成份、輔助媒體
等三大項。
(五)教材編寫，以培養學生族語溝通能力和保存原住民族語言文化為依歸。
(六)教材編排和教學活動之設計，應兼顧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能力的培養。
(七)教材編寫方式，以符合「溝通與功能導向」的主題性教學法為原則。
(八)教材編寫方式，應涵蓋多元性、注意多樣化，如每課宜包括口語會話、短文、語調練
習、發音練習、各種不同的句型練習、補充教材、練習本、文化習俗等，以利教師設計不同
類別的主題教學活動。
(九)教材中之插圖應力求生動活潑，配合課文內容及原住民族特性，圖文排版需層次分明，
切忌內文與族語重疊。
(十)每冊目次應列出每課的主題，附錄則應列出該冊的詞彙索引。每冊均附有練習本（簿）
和有聲媒材，供學生和家長課後練習、複習，俾利加強族語能力。
(十一)每冊均應備有教科用書（或教學錄音資料），供教師參考。
(十二)學校宜有族語教材定期檢視機制，教材編輯完成且經過詴用後，確實進行評估修訂。
各校自編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以確保族語教材內容之品質。
教學方法
(一)教學課程的內容包括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應用等能力。
(二)學校應以年級別進行教學為主，亦可依學生選習之語言類別、程度、需求（如：高級中
等學校的選修本土語文課程，必要時可開設一級的課程），以班群方式跨越班級開課。
(三)依循由簡入繁、由易入難、循序漸進、反覆練習的原則進行教學。
(四)應培養聆聽、說話、閱讀、書寫及綜合運用能力，設計多樣或不同類型的教學活動。活
動內容以生活化、趣味化、統整化為原則。
(五)透過情境化的活動，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並增加雙向互動的機會，並能實施戶外學習覺
知自然環境與原住民族生活的關係。
(六)配合教學目標，鼓勵學生部落踏查、參與文化祭儀，讓學生走進部落/社區，自然沉浸在
文化情境中，共同學習、做中學、促進全人成長。
(七)適切地使用視聽媒體教學並引導學生使用原住民族語文相關的數位資源。
(八)充分應用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導向的內容，針對特定語言能力的培養，選擇適合的教學法
（如：運用肢體反應法訓練聆聽能力等）。
(九)教師應力求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改變過去學生被動聽講的單向教學方式。
(十)學校應視需要結合部落耆老共同教學，以傳遞民族傳統知識及價值觀，且應闡揚原住民
族的生態智慧，進而永續治理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十一)教師及學生應儘量以原住民族語文進行教學互動，營造完全沉浸或部分沉浸式教學，
在書寫方面應加強教師運用書寫符號的族語讀寫能力，循序漸進增加學生的字詞數，以落實
族語的讀寫教育。
(十二)教師、學生、家長及部落耆老共同布置教室或學習環境，營造全族語共學的學習情
境。
(十三)於第一學習階段先認識原住民族書寫系統的字母，再依學生的接受度，循序漸進提供
拼音系統的學習，拼音教學建議以母音為優先，建議在國民小學一年級國語文首冊教畢後施
行。
(十四)以原住民族各民族為主體的性別分工的價值，解讀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族群、性別刻板
印象，認識本土和國際社會的性別文化差異，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進行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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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附表附2-2-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應用力學
英文名稱 Applied Mechanic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 2

學分數 2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力學的原理與知識，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上。
(二)了解工程力學的原理，以作為日後自學或進修的基礎。
(三)了解物體受力作用時，物體可能受力之物理現象。
(四)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緒論

1.力學的種類
2.力的觀念
3.向量與純量
4.力的單位
5.力系
6.質點與剛體
7.力的可傳性

2

(二)同平面力
系

1.力的分解與合成
2.自由體圖
3.力矩與力矩原理
4.力偶
5.同平面各種力系之合成及平衡

8

(三)摩擦

1.摩擦的種類
2.摩擦定律
3.摩擦角與靜止角
4.滑動摩擦與滾動摩擦
5.摩擦在機械上的運用
6.煞車來令片之摩擦
7.離合器片之摩擦
8.皮帶輪(撓性皮帶)之傳輸力

6

(四)直線運動
1.運動的種類
2.速度與加速度
3.自由落體
4.垂直拋體運動
5.相對運動

5

(五)曲線運動
1.角位移與角速度
2.角加速度
3.切線加速度與法線加速度
4.拋體運動

5

(六)動力學基
本定律及應用

1.牛頓運動定律
2.滑輪
3.向心力與離心力

4

(七)功與能
1.功與能
2.動能與位能
3.功率與應用
4.能量不滅定律
5.能的損失與機械效率

6

合計 36節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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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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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件原理
英文名稱 Principle of Machine Element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 2

學分數 2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各種機件之名稱、規格及用途。
(二)了解各種運動機構之原理。
(三)了解各種機件組成機構之功用。
(四)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緒論
1.機件、機構、機械的定義
2.機件的種類
3.運動傳達的方法
4.運動對與運動鏈

2

(二)螺旋及螺
旋連接件

1.螺旋的原理
2.螺旋各部名稱及功用
3.螺紋的種類
4.公制螺紋與英制螺紋
5.機械利益與機械效率
6.螺紋傳動
7.螺栓與螺釘
8.螺帽及鎖緊裝置
9.墊圈

6

(三)鍵與銷
1.鍵的用途與種類
2.鍵的強度
3.銷的種類與用途

3

(四)彈簧
1.彈簧的功用
2.彈簧的種類
3.彈簧的材料

2

(五)軸承及軸
的連接裝置

1.軸承的種類
2.滾動軸承的規格及應用
3.聯結器的種類及功用
4.離合器的種類及功用

3

(六)帶輪與鏈
輪

1.撓性傳動
2.帶與帶輪
3.皮帶長度
4.塔輪
5.鏈條傳動
6.鏈條種類及構造
7.速比

6

(七)齒輪
1.齒輪的用途與種類
2.齒輪各部名稱
3.齒輪的基本定律
4.齒形的種類
5.齒形與齒輪的規格

3

(八)輪系
1.輪系概述
2.輪系值
3.輪系應用
4.周轉輪系

3

(九)制動器
1.制動器用途
2.制動器的種類及構造
3.制動器的材料

3

1.凸輪的用途
2.凸輪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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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凸輪 3.凸輪及從動件接觸方法
4.凸輪及從動件的運動

2

(十一)起重滑
車

1.滑車的原理
2.起重滑車 3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
獲致充分的發展。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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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工業安全與衛生
英文名稱 Industrial safety and health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工業安全與衛生的重要性。
二、具備良好的工業安全與衛生習慣，而做到安全第一無災害。
三、具備預防及處理工作災害的知能。
四、能思辨勞動法令規章與相關議題，省思自我的社會責任。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業安全與衛生之認識
1.工業安全與衛生的意義
2.工業安全與衛生的重要性
3.事故的種類及發生原因防止方式
4.工業安全與衛生的工作內容

2

(二)安全與衛生組織及職責
1.工業安全與衛生組織
2.工業安全與衛生職責
3.學校實習工場之組織與職責
4.工場清潔與維護

2

(三)安全與衛生檢查
1.安全與衛生檢查的重要性
2.安全與衛生檢查類別
3.檢查工作之準備
4.檢查工作之實施
5.自動檢查

2

(四)工作安全分析 1.工作分析
2.工作安全分析 2

(五)手工具安全
1.手工具的使用
2.動力工具使用安全守則
3.手工具的維護與管理

4

(六)電力安全 1.電力災害
2.電力災害事故的防止 2

(七)個人防護器具
1.防護器具的目的
2.個人防護器具的種類
3.防護器具的使用與保養

2

(八)機器防護設備
1.機械傷害事故發生的種類
2.機械傷害發生的原因
3.機械傷害防止
4.機器設備的防護

4

(九)壓力容器安全
1.壓力容器的種類
2.壓力容器的檢查
3.壓力容器之使用與維護
4.壓力容器之保養與維護

2

(十)物料儲運安全
1.物料計劃儲存
2.儲存事故發生與防止
3.搬運事故發生原因與防止

2

(十一)工業安全之急救

1.急救
2.外傷急救
3.骨折急救
4.燒燙傷急救
5.出血急救
6.窒息急救
7.心臟急救
8.昏厥急救
9.一氧化碳中毒急救
10.急救箱設施

4

1.著火及滅火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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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防火防爆與消防 2.火災
3.防爆
4.消防系統

2

(十三)工業衛生與個人設施
1.飲用水
2.排水與廢水處理
3.個人衛生與食物供應設備

2

(十四)公害的防治
1.空氣污染
2.水污染
3.噪音
4.公害防治

2

(十五)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1.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2.重要法規摘要 2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為即時了解學生學習的成效與困難，教學中宜採多元評量，深化有效教學。
二、學習評量宜兼顧知識、能力、態度等面向，導引學生全人發展。
三、鼓勵學生自我比較、引導跨域學習，以達適性發展、多元展能。
四、評量結果，要做為改進學校課程發展、教材選編、教學方法及輔導學生之參考。
五、未通過評量的學生，要分析與診斷其原因，及時實施補強性教學。

教學資源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學應以日常生活相關的實例作為教材，適時指導學生探索新知，並能系統思考
來解決問題。
二、教師授課時得講解學習重點與其在汽車科領域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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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動力機械概論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Power Mechanic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使學生認識各種動力機械之名稱、規格及用途。
二、使學生熟悉各種動力機械之工作原理。
三、使學生瞭解各種動力機械之理論。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緒論
1.緒言
2.能量的來源
3.動力之型態
4.能源與動力之關係

4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二)(二)蒸氣
動力機

1.鍋爐
2.蒸氣渦輪機
3.蒸氣交換機

4

(三)(三)內燃
機

1.往復式內燃機的構造及工作循環
2.內燃機的燃料及燃燒
3.汽油引擎的理論工作原理
4.柴油引擎的理論工作原理
5.汽油引擎之主要裝置
6.柴油引擎之主要裝置
7.汽油引擎與柴油引擎之比較
8.其他型式引擎
9.引擎之運轉性能與各種效率
10.燃氣渦輪機

3

(四)(四)空壓
機械

1.風扇
2.鼓風機
3.壓縮機

3

(五)(五)泵
1.離心泵
2.往復泵
3.旋轉泵
4.特殊泵

4

(六)(六)水輪
機

1.帕爾登水輪機
2.法式水輪機
3.軸流水輪機
4.水輪機的運轉性能
5.水輪機的相似定律
6.水輪機的各種現象

4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七)(七)揚升
機械

1.鍊條
2.繩
3.吊車
4.升降機

3

(八)(八)拖曳
和推拉機械

1.吊車
2.絞車
3.工業用車(搬運機)

2

(九)(九)搬運
揚升機械

1.堆高機
2.拖板車
3.起重機

3

(十)(十)連續
搬運機械

1.架空搬運
2.空氣和螺旋搬運
3.帶式輸送機
4.滾子輸送機
5.裙板輸送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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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板條輸送機
7.刮板輸送機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
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
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
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
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
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
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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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0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引擎技術進階
英文名稱 Advanced engine principl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3 2

學分數 2/2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瞭解引擎與其輔助系統之工作原理。
二、具備保養與調整引擎之能力。
三、具備更換引擎零組件之能力。
四、具備職場環境保護觀念與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汽車引擎性
能

1.排汽量運算
2.壓縮比計算方式
3.迴轉活塞式引擎之排汽量與壓縮比
4.功與功率
5.扭矩計算
6.功率計算
7.引擎馬力計算
8.引擎扭矩
9.燃料消耗率
10.引擎效率
11.熱能分配
12.容積效率與進氣量
13.影響引擎性能因素

9

(二)燃料與燃燒
1.燃料的種類及性質
2.燃料和空氣的混合比
3.汽油引擎之燃燒
4.柴油引擎之燃燒 

6

(三)引擎潤滑系
統

1.汽油引擎的潤滑方法
2.機油泵型式
3.機油濾清器
4.曲軸箱吹漏氣控制與電腦搭配 

6

(四)引擎冷卻系
統

1.智慧熱能管理系統
2.渦輪增壓引擎冷卻系統 6

(五)進排汽系統

1.先進車輛進汽系統
2.消音器種類
3.先進車輛排氣再循環(EGR)裝置概述
4.先進車輛二次空氣供給裝置概述
5.先進車輛觸媒轉換器
6.先進車輛含氧感知器
7.機械增壓及渦輪增壓系統
8.四行程汽油引擎新構造
9.可變汽門正時與揚程

6

(六)汽油引擎排
汽污染與控制

1.汽車各部排出之污氣分析
2.汽車排出污氣成分之不良影響
3.汽車排出污氣之發生過程與引擎工作情況之關係
4.控制汽車排出污氣之方法

6

(七)汽油引擎燃
料系統

1.液化石油氣燃料系統
2.汽油噴射系統應用
3.缸內汽油直接噴射系統
4.壓縮天然氣(CNG)燃料系統

9

(八)柴油引擎燃
料系統

1.柴油引擎概述
2.電腦控制柴油噴射系統 6

合計 54節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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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
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
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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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0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底盤技術進階
英文名稱 Advanced chassis principl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瞭解汽車底盤與其附屬系統之工作原理。
二、具備使用特殊工具與電腦設備檢診之能力。
三、熟練且正確地閱讀修護手冊、零件手冊、電路圖等。
四、具備保養、調整與檢修底盤之能力。
五、具備檢修與更換底盤零組件之能力。
六、具備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職場環境保護觀念與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新式傳動
系統

1.離合器、差速器等種類介紹
2.手排變速器檢測
3.自動變速器檢測 
4.傳動軸總成檢測
5.驅動軸總成檢測

12

(二)新式煞車
系統

1.手煞車及駐車煞車應用
2.液壓煞車系統應用及檢測
3.空氣煞車系統應用及檢測
4.ABS、TRC、VSC等控制煞車系統統整檢測

12

(三)新式懸吊
系統

1.車身與車架種類介紹
2.車輛的振動與懸吊介紹
3.各式懸吊系統構件與功能種類介紹
4.各式懸吊系統應用及檢測

12

(四)新式轉向
系統

1.油壓式轉向系統構件
2.電子式轉向系統構件
3.四輪轉向系統。

12

(五)車輪組
1.各品牌輪胎介紹
2.各品牌鋁圈製作及生產介紹
3.車輪改裝與車速相關說明
4.車輪的四輪定位

12

(六)其他新科
技的底盤系統

1.航空器起落架系統介紹與檢修說明
2.產業動力機械底盤介紹與檢修說明
3.軌道車輛底盤介紹與檢修說明

1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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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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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0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工電子進階
英文名稱 Electrician, electronic advance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使學生瞭解電子儀器的操作使用。
二、使學生明瞭交直流電機應用。
三、使學生瞭解電學的應用及各式發電機工作原理。
四、使學生認識電子電路中的直流電路與交流電路的計算與分析。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電學應用
1.電的單位
2.歐姆定律應用
3.克希荷夫定律應用
4.串、並聯電路的應用計算
5.電功率的定義應用

6

(二)磁與電 1.電、磁的特性應用 
2.電磁開關原理應用及檢測 6

(三)直流電機 1.直流發電機應用 
2.直流電動機(馬達)的種類與持性 6

(四)交流電路 1.交流電路的計算
2.交流電路的功率計算 4

(五)變壓器 1.變壓器原理與種類
2.變壓器接線法及檢測 6

(六)三相交流電
機

1.三相交流電的產生 
2.三相接線法
3.三相交流電壓、電流及電功率運算

8

(七)認識儀器與
信號

1.交流信號檢測
2.常用之電子儀器檢測
3.直流電源供應器檢測
4.整流電路信號檢測
5.濾波電路信號檢測

8

(八)二極體應用 1.稽納二極體應用
2.特殊二極體應用 4

(九)電晶體
1.電晶體偏壓的認識
2.電晶體放大電路
3.電晶體的參數

6

(十)運算放大器
1.多級放大電路介紹及應用
2.運算放大器結構與特性
3.反相放大電路
4.非反相放大電路
5.應用電路簡介及應用 

6

(十一)基本閘流
體與光電元件

1.閘流體原理及應用 
2.常用之閘流體應用
3.單接面電晶體
4.光電晶體

8

(十二)基本邏輯
電路

1.布林代數
2.邏輯閘應用及說明 4

合計 72節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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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127



表附表附2-2-0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力學進階
英文名稱 Advanced in Applied Mechanic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學生能具有力學之原理與知識，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上
二、學生能熟習應用力學之原理，以作為日後或進修之基礎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同平面力
系

1.力的分解與合成應用　
2.自由體圖的運算
3.力矩與力矩應用　
4.力偶實務應用　
5.同平面各種力系之合成及平衡實務應用

15

(二)摩擦

1.常見的摩擦種類　
2.摩擦定律的應用　
3.摩擦角與靜止角計算　
4.滑動摩擦與滾動摩擦實務應用
5.摩擦在機械上的實際運用
6.車輛煞車來令片之摩擦運算
7.車輛離合器片之摩擦運算
8.皮帶輪(撓性皮帶之傳輸力) 實務應用

21

(三)直線運動

1.常見的運動種類實務　
2.速度與加速度應用　
3.自由落體的運算　
4.相對運動應用
5.鉛直上拋運動應用
6.斜面上運動實務應用

8

(四)曲線運動
1.角位移與角速度的運算　
2.角加速度運算　
3.切線加速度與法線加速度運算
4.拋物體運動實務應用　

10

(五)動力學基
本定律及應用

1.生活中的牛頓運動定律應用　
2.滑輪實務應用　
3.向心力與離心力的運算

8

(六)功與能
1.功與能　
2.動能與位能實務應用　
3.功率與應用　
4.能量不滅定律　
5.能的損失與機械效率實務應用

10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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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129



表附表附2-2-0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實用電子學
英文名稱 Practical electronic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能了解基本電子元件之原理及特性。 
2.能解析電子電路基本理論。 
3.能解析各式電路波形。 
4.能解析半導體及二極體特性。 
5.能解析二極體電路。 
6.能認識各式特殊用途二極體。 
7.養成學生對電子學學習之興趣。 
8.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
數 備註

(一)金氧半場效電晶
體(MOSFET)放大電
路

1.金氧半場效電晶體放大器工作原理
2.共源極放大電路
3.共汲極放大電路
4.共閘極放大電路

12

(二)金氧半場效電晶
體多級放大電路

1.疊接放大電路
2.直接耦合串級放大電路 6

(三)金氧半場效電晶
體(MOSFET)數位電
路

1.金氧半場效電晶體反相器金氧半場效電晶體反及2.閘金氧半場效電晶體
反或閘
3.金氧半場效電晶體數位電路

6

(四)運算放大器

1.理想運算放大器的認識
2.運算放大器之特性及參數
3.反相及非反相放大器
4.加法器及減法器
5.積分器及微分器
6.比較器

12

(五)振盪電路及濾波
器

1.正弦波產生電路
2.施密特觸發器
3.方波產生電路
4.三角波產生電路
5.一階濾波器

18 以運算放大器(OPA)為
主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
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
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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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
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
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
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
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
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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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1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位邏輯設計
英文名稱 Digital Logic Desig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

學分數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基本邏輯概念。 
2.熟悉各種邏輯閘原理。 
3.熟悉布林代數基本運算及應用。
4.熟悉數字系統中各進制之轉換。
5.熟悉各種組合邏輯與循序邏輯電路原理及其應用。
6.具備數位邏輯基礎設計之能力。
7.養成對數位邏輯設計之興趣。
8.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概論
1.數量表示法
2.數位系統及類比系統
3.邏輯準位及二進位表示法
4.數位積體電路及可程式邏輯裝置(PLD)簡介

4

(二)基本邏輯閘

1.反閘
2.或閘
3.及閘
4.反或閘
5.反及閘
6.互斥或閘
7.反互斥或閘

6

(三)布林代數及
第摩根定理

1.代數演算法
2.卡諾圖法
3.組合邏輯電路化簡

6

(四)布林代數化
簡

1.代數演算法
2.卡諾圖法
3.組合邏輯電路化簡

6

(五)數字系統

1.十進位表示法
2.八進位表示法
3.十六進位表示法
4.數字表示法之互換
5.補數
6.二進碼十進數(BCD)及美國資訊交換標準代
碼(ASCII)

8

(六)組合邏輯電
路設計及應用

1.組合邏輯電路設計步驟
2.加法器及減法器
3.二進碼十進數(BCD)加法器
4.解碼器及編碼器
5.多工器及解多工器
6.比較器
7.應用實例介紹

8

(七)正反器
1.RS閂鎖器及防彈跳電路
2.RS正反器
3.JK正反器
4.D型正反器
5.激勵表及正反器之互換

8

(八)循序邏輯電
路設計及應用

1.時鐘脈波產生器
2.非同步計數器
3.移位暫存器
4.狀態圖及狀態表簡介
5.同步計數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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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應用實例介紹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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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1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微處理機
英文名稱 Microprocessor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微處理機之發展背景。
2.了解微處理機之內部結構與軟體執行流程。
3.了解微電腦之週邊裝置與其資料傳輸方法及原理。
4.具備微處理機應用之能力。
5.養成對微處理機及微電腦學習之興趣。
6.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概論
1.微處理機之發展與應用
2.微處理機之方塊圖
3.微處理機之基本結構
4.微處理機指令之提取、解碼及執行

3

(二)微處理
機硬體架構

1.微處理機之系統方塊圖
2.匯流排
3.記憶體裝置
4.輸入/輸出(I/O)裝置
5.位址的擴展

4

(三)微處理
機軟

1.微處理機內部軟體之控制
2.高階語言與低階語言之轉換
3.微處理機軟體處理程序

5

(四)資料串/
並列傳輸

1.資料輸入/輸出方法
2.資料串列傳輸原理
3.資料串列傳輸標準介面
4.通用序列匯流排(USB)介面原理介紹
5.資料並列傳輸原理
6.並列顯示介面晶片介紹

6

(五)中斷
1.中斷介紹
2.中斷控制原理及優先次序
3.中斷式資料傳輸原理
4.常用中斷控制器晶片介紹

6

(六)記憶體
資料存取

1.資料存取之種類及原理
2.半導體記憶體資料存取之基本原理
3.高容量資料儲存裝置資料存取之基本原理
4.直接記憶體存取(DMA)之基本原理
5.常用直接記憶體存取(DMA)控制晶片介紹

6

(七)微處理
機應用

1.多核心微處理機介紹
2.多核心微處理機應用實例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
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
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
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

134



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
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
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
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
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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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1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位邏輯設計進階
英文名稱 Digital Logic Design Advanced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介紹數位電路的測試方法、測試向量的產生方法、與可測試電路的各種設計方法與技術。
2.培養邏輯的正確觀念，作為數位設計的基礎。
3.明瞭數位與日常的關係，並了解其用途。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數位系
統

1.數位電腦
2.編號系統
3.算術運算
4.十進制，格雷和字母數字代碼
5.布林代數

9

(二)閘級最
小化

1.2級電路優化
2.多級電路優化 9

(三)組合邏
緝電路設計

1.組合邏輯設計流程
2.扇入限制邏輯電路
3.邏輯電路實現方法
4.靜態突波
5.動態突波

12

(四)算術運
算電路

1.加法器、半加器與全加器
2.減法器、半減器與全減器
3.邏輯運算單元之設計

12

(五)序向邏
輯電路

1.正反器真值表
2.序向邏輯電路設計步驟
3.同步與非同步
4.狀態化簡

15

(六)計數器
邏輯電路

1.同步與非同步計數器
2.上、下數計數器
3.操作頻率
4.環形計數器
5.強生計數器

15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
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
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
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
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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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
項

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
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
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
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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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1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基本電學進階
英文名稱 Basic Electrical Advanced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2.培養學生電學的應用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節點
分析

1.有無電壓源時的節點分析
2.有無電流源時的網路分析
3.節點分析與網路分析的比較

9

(二)電路
分析

1.線性特性
2.重疊定理
3.戴維寧與諾頓理論的使用方法與推導

9

(三)RLC
串並聯
電路

1.串聯RLC電路及並聯RLC電路
2.串聯RLC電路及並聯RLC電路的步階響應
3.二階運算放大器電路

9

(四)弦波
與相量

1.弦波與相量分析
2.弦波穩態分析 9

(五)一階
與二階
暫態電
路之分
析

1.一階與二階暫態電路
2.微分方程式法
3.循步法
4.奇異函數
5.單位步階函數

12

(六)雙埠
網路

1.阻抗參數與矩陣
2.導納參數
3.混合參數

12

(七)傳輸
參數

1.傳輸參數與開路阻抗參數間的轉換關係
2.傳輸參數與短路導納參數間的轉換關係
3.反傳輸參數與開路阻抗參數間的轉換關係

12

合計 72節

學習評
量

(評量方
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
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
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
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
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
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
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
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
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
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
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
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
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
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
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
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
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
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
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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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
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
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
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
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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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1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子學進階
英文名稱 Electronics Advanced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2.培養學生具有電路分析、設計及開發的能力。 
3.瞭解放大電路與頻率響應。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頻率響
應（僅
MOSFET）

1.分立電路共源和共射放大器的低頻響應
2.內部電容效應和MOSFET的高頻模型
3.CS放大器的高頻響應
4.差分放大器的高頻響應

12

(二)反饋
1.一般反饋結構
2.反饋分析方法的摘要
3.反饋對放大器極的影響
4.頻率補償

12

(三)輸出階
段

1.輸出階段的分類
2.A級放大器
3.B級放大器

9

(四)運算放
大器電路

1.兩級CMOS運算放大器
2.折疊級聯CMOS運算放大器
3.運算放大器-RC振盪器電路

9

(五)CMOS
數字邏輯電
路

1.CMOS邏輯門電路
2.數字邏輯逆變器
3.CMOS反相器
4.COS逆變器的動態運行

12

(六)記憶體
電路

1.閂鎖和觸發器
2.半導體存儲器
3.讀出放大器和地址解碼器
4.RAM與ROM

9

(七)對數與
指數放大器

1.對數放大器
2.指數放大器
3.相位移轉器

9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
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
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
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
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
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
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
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
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
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
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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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
項

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
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
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
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
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
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
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
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141



表附表附2-2-1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腦網路
英文名稱 Computer Network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電腦通信界面及數據機
2.熟悉網路技術與正確使用區域網路
3.培養正確應用網際網路的觀念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訊號調
變與編碼

1.調變、訊號傳輸媒介
2.訊號編碼(Encoding)與解碼(Decoding)的應用
3.類比傳輸和數位傳輸的比較

4

(二)(二)電腦通
信界面與數據機

1.各種通訊介面簡介
2.RS-232通訊界面
3.數據機的運用

6

(三)(三)區域網
路

1.區域網路的特點
2.區域網路拓樸方式
3.區域網路開放架構

6

(四)(四)區域網
路之元件及連線

1.區域網路之元件
2.區域網路之連線
3.無線網路連線

6

(五)(五)網際網
路應用

1.網際網路發展過程
2.網際網路未來應用 7

(六)(六)整體服
務數位網路

1.廣域網路傳輸技術標準
2.整體服務數位網路
3.?頻網路

7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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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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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1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子電路
英文名稱 Electronics Circuit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電子電路的基本原理。
2.熟悉電子電路的基本技能。
3.瞭解、檢修電子設備之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基
本電子電路

1.二極體與電晶體電路
2.運算放大器電路
3.積體電路

4

(二)(二)波
形產生器

1.訊號輸出電路
2.正弦波振盪器
3.非正弦波振盪器

6

(三)(三)數
位電路

1.二進位加法器電路
2.算術邏輯單元電路
3.可程式元件

8

(四)(四)訊
號處理電路

1.類比訊號與數位訊號轉換
2.對訊號做濾波
3.積分、微分、取樣、整形

9

(五)(五)應
用電路

1.雙電源電路
2.動態變化的廣告燈電路
3.左右移的動態變化廣告燈

9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
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
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
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
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
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
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
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
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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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
項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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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1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機與電子專業英文
英文名稱 Professional English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加強各行業實務英語之實習。
2.閱讀設計業界常用英文文件之能力。
3.撰寫處理簡易英文設計專業資料之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電機與電子
專業核心字詞

1.66個常用專業字詞
2.專家級單字片語 21

(二)專業英文的
學習

1.專業英文與一般英文。
2.專業英文的學習三重點。
3.專業英文的聽力與口語會話。
4.生活與工作職場常用基本句。

18

(三)專業英文詞
彙重音基礎

1.英文的母音、子音與音節。
2.重音在符合規則的前一音節。
3.重音在符合規則的音節。
4.重音在第一音節或前一、二音節。

12

(四)電機與電子
基礎認知

1.核心關鍵字。
2.常用關鍵字。 21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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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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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1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工機械
英文名稱 Electric Machinery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4.5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能說明一般電工機械之原理。
2.能描述一般電工機械之構造、特性及用途。
3.具備一般電工機械運轉、操作及維護之知識。
4.養成電工機械學習之興趣。
5.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概論 1.電工機械之分類與應用
2.基礎電磁理論 6

(二)直流發
電機

1.直流發電機之原理
2.直流發電機之構造
3.直流發電機之一般性質
4.直流發電機之分類、特性及運用
　4.1直流發電機之分類
　4.2直流發電機之特性及用途
　4.3直流發電機之並聯運用
5.直流發電機之耗損及效率

18

(三)直流電
動機

1.直流電動機之原理
2.直流電動機之構造及一般性質
3.直流電動機之分類、特性及運用
　3.1直流電動機之分類
　3.2直流電動機之特性及用途
　3.3直流電動機之起動法
　3.4直流電動機之速率控制法
　3.5直流電動機之轉向控制及制動
4.直流電動機之耗損及效率

9

(四)變壓器

1.變壓器之原理及等效電路
2.變壓器之構造及特性
3.變壓器之連結法
4.變壓器之短路及開路試驗
5.特殊變壓器
　5.1自耦變壓器
　5.2比壓器
　5.3比流器

21

(五)三相感
應電動機

1.三相感應電動機之原理
2.三相感應電動機之構造及分類
3.三相感應電動機之特性及等效電路
4.三相感應電動機之起動及速率控制
　4.1三相感應電動機全壓啟動法
　4.2三相感應電動機 Y-△降壓啟動法
　4.3三相感應電動機改變電源頻率控速法
　4.4 三相感應電動機之制動方法

18

(六)單相感
應電動機

1.單相感應電動機之原理
2.單相感應電動機之構造及分類
3.單相感應電動機之起動、特性及用途
4.單相感應電動機之速率控制

9

1.同步發電機之原理
　1.1頻率、極數及轉速之關係
　1.2感應電勢及同步轉速
　1.3電樞及電樞繞組
　1.4磁極及磁極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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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同步發
電機

2.同步發電機之分類及構造
3.同步發電機之特性
　3.1電樞反應
　3.2電樞漏磁電抗及同步電抗
　3.3同步阻抗
　3.4等效電路及向量圖
　3.5同步發電機之特性曲線
　3.6電壓調整率
　3.7自激磁
　3.8短路電流
　3.9額定輸出、耗損及效率
4.同步發電機之並聯運用
　4.1並聯運用之條件
　4.2並聯運用之方法
　4.3負載分配
　4.4追逐現象

12

(八)同步電
動機

1.同步電動機之原理及構造
2.同步電動機之特性及等效電路
3.同步電動機之起動法
4.同步電動機之運用

6

(九)特殊電
機

1.步進電動機
2.伺服電動機
　2.1直流(DC)伺服電動機
　2.2交流(AC)伺服電動機
3.輪轂(直流無刷)電動機
4.線性電動機

9 以概論方式呈現為主，多搭配圖片作原理及構造之說明。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
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
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
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
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
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
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
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
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
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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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1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實用電子學
英文名稱 Practical electronic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

學分數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能了解基本電子元件之原理及特性。 
2.能解析電子電路基本理論。 
3.能解析各式電路波形。 
4.能解析半導體及二極體特性。 
5.能解析二極體電路。 
6.能認識各式特殊用途二極體。 
7.養成學生對電子學學習之興趣。 
8.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
數 備註

(一)金氧半場效電晶
體(MOSFET)放大電
路

1.金氧半場效電晶體放大器工作原理
2.共源極放大電路
3.共汲極放大電路
4.共閘極放大電路

12

(二)金氧半場效電晶
體多級放大電路

1.疊接放大電路
2.直接耦合串級放大電路 6

(三)金氧半場效電晶
體(MOSFET)數位電
路

1.金氧半場效電晶體反相器金氧半場效電晶體反及2.閘金氧半場效電晶體
反或閘
3.金氧半場效電晶體數位電路

6

(四)運算放大器

1.理想運算放大器的認識
2.運算放大器之特性及參數
3.反相及非反相放大器
4.加法器及減法器
5.積分器及微分器
6.比較器

12

(五)振盪電路及濾波
器

1.正弦波產生電路
2.施密特觸發器
3.方波產生電路
4.三角波產生電路
5.一階濾波器

18 以運算放大器(OPA)為
主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
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
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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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
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
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
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
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
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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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2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工機械進階
英文名稱 Electric Machinery Advan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能說明一般電工機械之原理。
2.能描述一般電工機械之構造、特性及用途。
3.具備一般電工機械運轉、操作及維護之知識。
4.養成電工機械學習之興趣。
5.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直流電動機的特性與
運用

1.直流電動機的特性曲線
2.直流電動機啟動法
3.直流電動機轉速控制法
4.直流電動機轉向控制法與制動
5.直流電動機的用途

6

(二)直流電機的損失與效
率

1.直流電機的能量轉換
2.直流電機的損失
3.直流電機效率

6

(三)三相感應電動機的特
性及用途

1.三相感應電動機的等效電路
2.感應電動機的電流、功率與效率
3.感應電動機的轉速與轉矩分析
4.感應電動機的特性設計

6

(四)三相感應電動機的啟
動、速率控制及轉向控制

1.三相感應電動機啟動控制
2.三相感應電動機速率控制
3.三相感應電動機轉向控制

6

(五)單相感應電動機 單相感應電動機的轉向與轉速控制 3

(六)交流換向電動機 1.單相串激式交流電動機
2.單相推斥式交流電動機 6

(七)感應電動機的運用、
試驗及維護

1.功率因數的改善
2.感應電動機的運用
3.感應電動機的停止與制動
4.感應電動機的試驗
5.感應電動機的維護

6

(八)同步發電機的特性

1.同步發電機的電樞反應
2.同步發電機的等效電路
3.同步發電機的電壓調整率
4.同步發電機的特性曲線及試驗
5.同步發電機參數的量度
6.同步發電機的自激現象
7.同步發電機的短路現象
8.同步發電機的輸出功率

12

(九)同步發電機的並聯運
用

1.同步發電機並聯運用的優點與條件
2.同步發電機並聯運用的方法
3.同步發電機的負載分配
4.同步發電機的追逐現象

6

(十)同步電動機
1.同步電動機的電樞反應
2.同步電動機的等效電路及相量圖
3.同步電動機的啟動法
4.同步電動機的運用

6

(十一)特殊電機

1.步進電動機
2.伺服電動機
3.無刷式直流電動機
4.超音波電動機
5.線性電動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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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線性可變差動變壓器
7.變頻器
8.轉速及位置感測裝置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
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
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
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
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
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
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
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
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
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
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
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
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
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
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
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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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2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基本電學進階
英文名稱 Basic Electrical Advanced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2.培養學生電學的應用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節點
分析

1.有無電壓源時的節點分析
2.有無電流源時的網路分析
3.節點分析與網路分析的比較

9

(二)電路
分析

1.線性特性
2.重疊定理
3.戴維寧與諾頓理論的使用方法與推導

9

(三)RLC
串並聯
電路

1.串聯RLC電路及並聯RLC電路
2.串聯RLC電路及並聯RLC電路的步階響應
3.二階運算放大器電路

9

(四)弦波
與相量

1.弦波與相量分析
2.弦波穩態分析 9

(五)一階
與二階
暫態電
路之分
析

1.一階與二階暫態電路
2.微分方程式法
3.循步法
4.奇異函數
5.單位步階函數

12

(六)雙埠
網路

1.阻抗參數與矩陣
2.導納參數
3.混合參數

12

(七)傳輸
參數

1.傳輸參數與開路阻抗參數間的轉換關係
2.傳輸參數與短路導納參數間的轉換關係
3.反傳輸參數與開路阻抗參數間的轉換關係

12

合計 72節

學習評
量

(評量方
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
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
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
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
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
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
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
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
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
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
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
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
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
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
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
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
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
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
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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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
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
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
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
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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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2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子學進階
英文名稱 Electronics Advanced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2.培養學生具有電路分析、設計及開發的能力。 
3.瞭解放大電路與頻率響應。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頻率響
應（僅
MOSFET）

1.分立電路共源和共射放大器的低頻響應
2.內部電容效應和MOSFET的高頻模型
3.CS放大器的高頻響應
4.差分放大器的高頻響應

12

(二)反饋
1.一般反饋結構
2.反饋分析方法的摘要
3.反饋對放大器極的影響
4.頻率補償

12

(三)輸出階
段

1.輸出階段的分類
2.A級放大器
3.B級放大器

9

(四)運算放
大器電路

1.兩級CMOS運算放大器
2.折疊級聯CMOS運算放大器
3.運算放大器-RC振盪器電路

9

(五)CMOS
數字邏輯電
路

1.CMOS邏輯門電路
2.數字邏輯逆變器
3.CMOS反相器
4.COS逆變器的動態運行

12

(六)記憶體
電路

1.閂鎖和觸發器
2.半導體存儲器
3.讀出放大器和地址解碼器
4.RAM與ROM

9

(七)對數與
指數放大器

1.對數放大器
2.指數放大器
3.相位移轉器

9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
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
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
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
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
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
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
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
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
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
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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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
項

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
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
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
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
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
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
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
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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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2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家政職業倫理
英文名稱 Occupational Ethics of Home Economic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增進批判與反省能力，解決工作問題。
(二)運用倫理觀念分析與面對工作困境。
(三)提高對家政職業倫理的敏感度，並遵守職業倫理。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緒論 1.職業倫理的意義與重要性
2.社會變遷中職業倫理的調適 4

(二)職業倫理在家政職場
的應用

1.財務管理面
2.人力資源管理面
3.資訊管理面
4.人際互動面

8

(三)家政相關職場之專業
倫理

1.家庭服務領域相關之職業倫理
2.服飾領域相關之職業倫理
3.幼保領域相關之職業倫理
4.美容美髮領域相關之職業倫理
5.時尚模特兒領域相關之職業倫理

12

(四)家政相關職場專業倫
理的實踐

1.家政職場工作的態度與價值
2.家政職場倫理之兩難情境實例探討
3.落實家政相關職場倫理之方法

12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多元評量學生對倫理觀念的理解與應用，可透過觀察、討論、報告、反思學習單等方式評量，並應注重職
業倫理的情意評量。
2.評量學生參與問題討論之過程，應適時給予回饋，強化職業倫理觀念。
3.評量時應考量學生學習差異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
4.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
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5.未達到評量標準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適時實
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得以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加強與業界交流，多運用企業面臨之實際問題為教學題材。
2.職業倫理影片、雜誌。
3.以靈活、彈性的方式，運用社會資源來支援教學。
4.實際演練、角色扮演時，於特別教室進行。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材的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
2.本課程尤應以生活、社會及家政職場中的實例為主，透過實例以增進學生對職業倫理的領悟與理解。
3.設計與家政職場及生活相關的實例，讓學生探索情境實例之問題，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
4.教材編選應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之內容，可進行各類媒體識讀與批判，並能反思科技、資
訊與媒體倫理的議題。
5.教材編選應能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二)教學方法
1.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教學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提升教學成效。
2.課程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
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3.強調問題的認知、陳述、問題解決，以及反思，利用多媒體教材數位資訊，進行問題教學與討論。
4.可採實際演練、角色扮演與個案討論法進行教學。
5.教學時可融入規劃、實踐與檢討反省的素養，鼓勵學生分析、思考以創新的態度與作為，來因應新的情境
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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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2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行銷與服務
英文名稱 Marketing and Serv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認識行銷與服務之基本知能與態度。
(二)展現職場為人服務的熱忱與精神，提升服務品質。
(三)了解專業形象管理的內涵與重要性。
(四)創造行銷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行銷與服務
的意義、範圍與
功能

1.行銷與服務的意義
2.行銷與服務的範圍
3.行銷與服務的功能
4.服務業的意義與特性

4

(二)行銷基本概
念

1.行銷概念
2.消費者心理與行為
3.消費者相關法令
4.行銷技巧與方式

16

(三)專業服務
1.專業服務的態度
2.專業服務的熱忱與精神
3.專業服務技巧與實務操作

8

(四)專業形象之
管理

1.專業形象認知與培育
2.專業形象於國際變遷
3.專業形象設計與塑造

8

(五)家政群相關
行業之介紹

1.家政群領域相關職場之各行業認
知
2.家政群領域相關職場之各行業差
異性

4

(六)家政群相關
職場之行銷與服
務

1.家政領域相關職場之各行業行銷
與服務技巧
2.家政領域相關職場行銷事項
3 家政領域相關職場服務事項
4.家政領域相關職場行銷與服務情境演練
5.潛在能力激發訓練
6.家政群服務業行銷策略的應用
7.國際行銷推廣策略

24

(七)危機評估與
管理

1.顧客反映應變技巧
2.自我情緒管理
3.特殊狀況應變技巧

8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教材編選
1.參考坊間行銷服務書籍，與企業內部員工訓練資料蒐集。
2.以家政群職場的實例為主，透過實例以增進學生對行銷與服務的領悟。
3.編輯時以生活化淺顯易懂文字，引導學生產生興趣。
4.教材編輯依據學生年紀，初出社會為考量，選擇適合之題材。
5.將一般消費者經常反映實例放進教材，並讓學生思索個人應對方式。
6.具備系統思考、分析、深化後素養，並積極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各項挑戰。
(二)教學方法
1.多元化而有彈性，以示範、實習實作、參觀、多媒體教學等方式進行教學，並利用個案實例或職場實地參觀所
得，與同學進行討論分析。
2.學生雙人成組作相關行業情境演練，引導學生面對客人的技巧。
3.邀請相關行業傑出人士課堂分享經驗。
4.指導學生特殊狀況應變方法以及如何自我情緒管理。
5.比較各國行銷策略，尋找不同形式之品牌實物，由老師親自示範行銷技巧，由學生充當消費者，帶動上課氣氛。
6.對於內向學生，注意其情緒反應，耐性引導其語言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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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評量
1.課前介紹課程重點與評量方式，評量可採筆試、口試、作業、學習報告等方式。
2.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以筆試測試學生對內容了解程度，口試訓練學生口才能
力，融入動態情境演練表現，測試學生應對進退能力並予以講評，並要求學生寫
學習心得報告。
3.注重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隨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原因，循序漸進引導，以適性教學方式對於表達較為內向之學
生，適時給予鼓勵與引導，增進學生自信心； 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適時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得以充分
發展。
4.鼓勵學生利用寒暑假到相關行業實習，增進實務經驗，並繳交心得報告，於上課時經驗分享，視其表現作為重點
評量。

教學資源
1.加強與業界交流，多運用企業面臨之實際問題為教學題材。
2.職業倫理影片、雜誌。
3.以靈活、彈性的方式，運用社會資源來支援教學。
4.實際演練、角色扮演時，於特別教室進行.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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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2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家政行業美學
英文名稱 Aesthetics in Home Economics Related Occup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美學的基本意涵。
(二)具備美的覺知、賞析能力。
(三)具備生活美學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緒論
1.家政行業介紹
2.美學的定義
3.美學的特質
4.美學與生活之關係

12

(二)美學的內涵
1.比例之美
2.秩序之美
3.構成之美
4.質感之美
5.色彩之美

24

(三)家政行業美學
賞析與應用

1.生活美學賞析
1.1 杯與盤美的賞析
1.2 桌與擺飾美的賞析
1.3 花與花器美的賞析
1.4 溫馨友善生活氛圍的美學

12

(四)家政行業美學
賞析與應用

2.服飾美學
2.1 包包與身體美學賞析
2.2 鞋子與身體美學賞析
2.3 胸花與身體美學賞析
2.4 服飾整體造型賞析

12

(五)家政行業美學
賞析與應用

3.環境美學
3.1 庭(公)園與裝置藝術賞析
3.2 傢俱(飾)與空間美學賞析
3.3 溫馨友善環境美學賞析

1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採多元評量，重形成性評量，採口頭、紙筆、觀察、書面報告及實作評量。
2.美感教育著重形成性評量，應觀察學生於學習後，在生活中及其他課程之改變。
3.美感欣賞因人而異，教師應以客觀立場引導學生對美做出自我感受的判斷並非絕對的。
4.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
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5.未達到評量標準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 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適時實施增
廣教學，使其潛能得以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比例、秩序、構成、質感及色彩美之實物或影(照)片。
2.生活美、服飾美、食物美、環境美與身體美之實物或影(照)片。
3.生活美應著重與生活有關之美的事物，如：茶杯、咖啡杯或與人相處的美學…等，餘依此類推。
4.可分組參觀各式創意工坊、公共藝術及藝(美)術館，並注意安全。
參考坊間行銷服務書籍，與企業內部員工訓練資料蒐集。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宜選擇生活化的教材，讓學生
學習美的覺知與美的賞析能力。
2.各單元應著重實例介紹，讓學生更清楚明瞭美學的意涵。
3.教材內容勿與家政概論、色彩概論內容重疊。
4.教材編選應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鑑賞的能力，體會藝術創作與社會、歷史、文化之的互動關係，透過
生活美學的涵養，對美善的人事物，能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
(二)教學方法
1.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教學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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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
我發展之能力。
3.各單元教學時，應著重實物教學，讓學生藉由實物欣賞教學，學會判斷、欣賞美的事物，進而提升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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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2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家庭教育
英文名稱 Family Edu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2/1

學分數 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家庭的本質與多元型態的家庭。
(二)了解家庭教育之內涵。
(三)培養學習家庭教育相關議題之興趣。
(四)建構健康之婚姻與家庭觀。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家庭
的本質

1.家庭的意義與功能
2.家庭的組成
3.家庭經營的重要性

4

(二)家庭
教育的內
涵

1.家庭教育的意義與範圍
2.家庭教育的特性
3.親職教育
4.子職教育
5.性別教育
6.婚姻教育
7.失親教育
8.多元文化教育
9.家庭倫理教育
10.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
11.不同發展階段的家庭教育

10

(三)社會
變遷與家
庭型態

1.變遷中的家庭型態
2.多元型態家庭探討
2.1 典型家庭實況探討

10

(四)家人
關係與溝
通

1.人際關係與溝通的重要性
2.人際關係維繫與溝通的技巧
3.影響家人關係的因素
4.家人關係與溝通問題的解決策略

6

(五)家庭
教育推展
與趨勢

1.國內外家庭教育法
2.國內外家庭教育推展機構與相關資源
3.國內外家庭教育專業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
式)

(一)教材編選
1.教材選擇應配合學生身心發展、學習經驗，並兼顧前後課程的銜接。
2.宜選擇簡單扼要、深入淺出、生活化的家庭教育教材與相關資訊。
3.教材應重視實際生活面之實務內涵，選擇具啟發性教材，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
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4.教材編選應能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融入時事，納入多元
文化與性別意涵，並介紹同志家庭在台灣及全球社會的現況。
(二)教學方法
1.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教學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提升教學成效。
2.教學時儘量列舉實例、利用多媒體、安排實務或實際相關活動，進行討論分析，以幫助學生領會家庭教育融入生活的重
要。
3.採多元教學法、有彈性，可安排影片欣賞與討論，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可透過角色扮演讓學生實際學習家人溝通技巧
與策略。
(三)學習評量
1.採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問答、討論、報告、口試、筆試、檔案評量等。
2.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更著重形成性評量，顧及認知、技能、情意的評量，以作為教學進度與教材編擬之參考。
3.評量時應考量學生學習差異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
4.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
與合作。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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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達到評量標準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 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適時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得以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社區資源：相關書籍、多媒體教材、網路數位資訊等。
2.利用縣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學校電腦教室，供學生查詢家庭教育相關資料。
3.設置播放影片及角色扮演的教學空間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
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教學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
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
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
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
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
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
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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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2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家庭管理
英文名稱 Family manage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家庭管理乃構建一個家庭管理中所需知識的體系和框架，增加一些家庭的知識與應用深切體會滿足日新月異的家庭生活
的變革中，對家庭服務的需求。在職業教育上的發展具備生活的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家
庭管理概述

1-1 家庭管理學
1-2 家庭管理學的內容 6

(二)（二）
家居保潔

2-1 起居室保潔
2-2 ?室保潔
2-3 衛生間保潔
2-4 廚房保潔

10

(三)（三）家
庭衣物保養

3-1 衣物的清潔
3-2 特殊污漬祛除法
3-3 衣物的熨燙與收藏

8

(四)(四) 家庭
園藝

4-1 盆花栽培
4-2 插花藝術 10

(五)(五) 家庭
安全常識

5-1 家庭安全的含義
5-2 家庭不安全因素
5-3 家庭危險預防與應急

8 第三學年
第二學期

(六)(六)家庭
經濟管理

6-1 概述
6-2 收支管理
6-3 投資管理
6-4 消費管理
6-5 檔案管理

12

(七)(七)家居
環境管理

7-1 概述
7-2 家庭物質環境 10

(八)(八)家庭
社會環境

8-1 家庭內部社會環境
8-2 家庭外部社會環境 8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
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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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
項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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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2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色彩計畫
英文名稱 Color schem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1/2

學分數 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 了解色彩之理論基礎
2. 具備主動觀察色彩之能力
3. 了解色彩與生活、色彩與設計之關係及應用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緒論 1.認識色彩
2.學習色彩的方法 1

(二)色彩與
顏料

1. 色彩與顏料之造型應用
2.色彩設計的目標 2

(三)色彩的
體系

1.曼塞爾表色體系
2.體認色彩的巧妙與運用 6

(四)色彩的
感覺 美學與藝術層面的色彩研究 4

(五)配色與
調和

1. 色彩搭配與色彩調和-色相 
2. 色彩搭配與色彩調和-明度
3. 色彩搭配與色彩調和-彩度

10

(六)配色與
色彩應用 1.配色與色彩之應用創作 6

(七)造型與
色彩應用 造型與色彩之創作報告 7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
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
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
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
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
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
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
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
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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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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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2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生活美學
英文名稱 Life aesthetic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感受一般人食衣住行育樂的生活美學，啟發同學在生活中體驗美感。
2.探索廣義的藝術家生活美學，並了解其創作靈感來自生活。
3.從各行各業生活達人的美感經驗中，啟發同學在生活中發現處處有美，培養同學的審美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日常生活美學 1.拍錄日常食衣住行育樂中，具有美感的事物。 18
(二)藝術生活美學 藝術家談生活美學，創作並導覽作品，談創作的靈感。 18
(三)生活達人的美感經
驗 生活達人談生活的美感體驗。 18

(四)辦理企業團體或個
人經營理念或實踐之
美。

辦理企業團體或個人經營理念或實踐之美。 18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
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
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
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
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
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
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
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
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
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
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
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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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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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3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英文名稱 English and convers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3/3

學分數 2/2/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培養本校學生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與應用能力。
二、 利用教育性、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英文文章了解語言文化。
三、 培養學習英語文之興趣和動機。
四、 吸收人文、科學及社會相關知識。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
註

(一)Thanks & Apologies 1.To know how to say “thank you” and “apologize” 
2.To know how to make a phone call 6

(二)Talking about the Weather
1.To know some key words about the weather
2.To know how to get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eather in
Taiwan. 

6

(三)At the Hotel(I) 1.To know how to check in 
2.To know how to make the Room Service 6

(四)At the Hotel(II)
1.To know about the laundry, sundry, a wake-up call, and
money exchanging service
2.To know how to check out

6

(五)Elevator Service 1.To learn how to use elevator. 
2.To know how to express which floor you want to reach. 6

(六)Making Telephone Calls (I) 1.To learn how to make a telephone call. 
2.To know how to express application politely on the phones. 6

(七)Making Telephone Calls (II) 1.To learn how to make a telephone call. 
2.To know how to express application politely on the phones. 6

(八)Receiving Guests
1. To learn the manners and the ordinal speaking in English. 
2. To know different using between English manners and
Chinese manners.

6

(九)Serving Wines 1.To know the table service.
2.To know how to give the information about Wines. 6

(十)Serving at the Meal 1.To know the table service.
2.To know how to give the information about meals. 6

(十一) Serving the checks 1.To know the table service.
2.To know how to give the information about checks. 6

(十二)Sundry Services 1.To know the different customers’ service.
2.To know how to give the information to customers 6

(十三)Serving a Room for Traveling 1.To know the hotel service.
2.To know how to give the information about reservation. 4

(十四)Booking Tickets &
Reconfirming Flights

1.To know how to book tickets
2.To know how to reconfirm tickets 4

(十五)In the Airport 1.To know how to check tickets at airport
2.To know how some vocabularies about checking in 4

(十六)Services during Flight 1.To know the air plane service.
2.To know how to give the information about air plane service. 4

(十七)Announcements in the
Airport & on Board

1.To know the announcement at the airport
2.To know how to distinguish announcement information at
the airport

4

1.To know the Noted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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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Touring the Noted Sites 2.To know how to know the information about noted sites. 4

(十九)Emergencies 1.To know the emergent service.
2.To know how to give the information about emergencies. 4

(二十)Complaints (I) 1.To know the different customers’ complaint.
2.To know how to give the information to customers 4

(二十一)Complaints (II) 1.To know the different customers’ complaint.
2.To know how to give the information to customers 4

(二十二)Pronunciation 1.To learn English alphabets and letters. 
2.To know how to pronounce the IPA of vowel and consonant. 4

(二十三)Intonation 1.To learn English falling intonation and rising intonation. 
2.To know how to read the sentences with correct intonation. 4

(二十四)Greetings 1.To learn how to greet with people in English. 
2.To know how to introduce oneself formally in English. 4

(二十五)Numbers
1. To learn the numbers and the ordinal numbers in English. 
2. To know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singulars and plurals
of nouns.

4

(二十六)Talking about Time 1. To learn the numbers and the ordinal numbers in English. 
2. To learn how to ask and answer about questions of time. 4

(二十七)Asking for Directions 1. To know the locations of objects.
2. To know how to give the directions. 4

(二十八)Ordering Food & Serving
Meals(I)

1.To know how to order food in a restaurent 
2.To know how some vocabularies about serving the entree 4

(二十九)Ordering Food & Serving
Meals(II)

1.To know how to order the steak in a restaurant
2.To know how some vocabularies about Douvres, Soups &
Drinks

4

(三十)Serving Beverage 1.To know the table service.
2.To know how to give the information about beverages. 4

合計 14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每課範文教完後，應作學習效果評量，藉以測知學生學習及自我教學績效。
二、課後作業應完成並繳交批閱。
三、考試：分平時測驗、定期考查。
四、評量方式：隨堂測驗、課後作業、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態度、定期考試評
量。
五、評分標準：
(一)平時成績佔40%(含上課態度、隨堂測驗及作業)
　　(二)段考佔30%
　　(三)期末考佔30%

教學資源

單元目標方面：
1.認知方面：利用教育性、啟發性、和趣味性的英文文章了解語言文化。
2.技能方面：培養本校學生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與應用能力。
3.情意方面：培養學習英語文之興趣和動機。
行為目標方面：
1.吸收人文、科學及社會相關知識。
2.具備基本職場應用單字及口語溝通能力。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導學生如何做好預習及複習進度。
二、採課堂講述法，並搭配習題加以練習，使學生充分了解課程精義所在。
三、依據進度舉辦平時考試，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果。
四、定期派作業並批閱，使學生熟能生巧。
五、適度使用多媒體教材進行教學，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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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3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餐飲管理
英文名稱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餐飲管理的目的
二、了解餐廳與廚房管理的要領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
三、了解成本的控制
四、了解現代餐飲管理的發展趨勢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餐旅業的
定義與屬性

第一節 了解觀光產業的定義
第二節 了解餐旅業相關分類
第三節 認識餐旅業的範圍及其特性

9

(二)(二)餐旅業的
發展過程及影響

第一節 餐旅業對各層面的影響狀況
第二節 餐旅業的興盛與衰退的原因與因素 9

(三)(三)餐旅從業
人員職業前程規劃

第一節 餐旅業從業人員未來的升遷機會
第二節 餐旅業從業人員的前程規劃 6

(四)(四)餐旅從業
人員職業道德

第一節 了解職業道德的意義
第二節 了解餐旅人員應具備的職業道德 6

(五)(五)餐旅從業
人員之條件

第一節 了解餐旅服務人員的基本特質
第二節 了解餐旅服務人員應具備的專業知能 6

(六)(六)餐飲業的
定義.發展與特性

第一節 了解餐廳的定義與餐飲業的特性
第二節 了解國內外餐飲業的發展史 6

(七)(七)餐飲類別
及餐廳種類

第一節 培養餐飲經營管理的正確理念
第二節 了解國內外各類餐廳的種類與特色 6

(八)(八)餐飲組織
及從業人員的職掌

第一節 了解餐飲業組織及結構的分類
第二節 了解餐廳各部門的溝通協調 6

(九)(九)餐廳格局
概要

第一節 了解餐廳格局設計的考量因素
第二節 了解內外場格局設計 9

(十)(十)餐飲業之
經營概念

第一節 了解餐飲業內外場經營的概念
第二節 說明餐飲的目的與成本控制的方法 9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 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 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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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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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3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飲料與調酒進階
英文名稱 Beverage Preparation Advanced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熟悉非酒精飲料的類別與特性
二、瞭解酒的類別與特性
三、瞭解雞尾酒的調製要領
四、瞭解酒類之服務技巧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緒論 第一節 飲料的意義與定義
第二節 飲料的分類 6

(二)(二) 茶的介
紹

第一節 茶類的分類
第二節 茶類的特性
第三節 茶的沖調與服務
第四節 調味茶的變化
第五節 養生茶

9

(三)(三) 無咖啡
之飲料

第一節 乳製品飲料
第二節 果汁飲料的種類
第三節 綜合果汁的調製法
第四節 蘇打水、冰淇淋及礦泉水

9

(四)(四) 含咖啡
因 之飲料

第一節 可可亞、阿華田的介紹
第二節 咖啡的歷史與種類特色
第三節 咖啡的製作與調製方法
第四節 常見的花式咖啡

12

(五)(五) 緒論
第一節 釀造酒
第二節 蒸餾酒
第三節 合成酒
第四節 國產酒

12

(六)(六) 雞尾酒
的調製

第一節 雞尾酒之特性
第二節 雞尾酒之用具與材料
第三節 調酒的基本原則與方法
第四節 雞尾酒的種類

12

(七)(七) 吧檯作
業 及酒類服務

第一節 吧檯設備及作業規範
第二節 酒單的認識
第三節 酒的服務 
第四節 酒與食物的搭配

1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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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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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3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餐飲服務進階
英文名稱 Service in Food＆beverage Advanced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瞭解餐廳餐飲、旅館客房服務的一般知識及規範
二、熟練餐旅服務之基本技能
三、培養正確的服務態度及職業道德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中餐廚
房作業

第一節 介紹各式中餐及中式點心特色
第二節 中餐及中式點心廚房及其設備介紹 6

(二)(二) 西餐廚
房作業

第一節 介紹西餐各式菜系特色
第二節 西式點心的介紹
第三節 西餐廚房及其設備介紹

9

(三)(三) 採購與
驗收

第一節 採購目的與採購活動
第二節 採購方法及過程
第三節 驗收目的與驗收人員的職責
第四節 驗收方法和各式表格

6

(四)(四) 倉儲與
發貨

第一節 儲存原則
第二節 物料發放程序
第三節 庫存控制
第四節 成本分析

9

(五)(五) 餐廳禮
儀 與準備

第一節 餐廳禮儀介紹
第二節 餐廳準備工作介紹 6

(六)(六) 餐飲服
務

第一節 各式餐廳常用之餐飲服務方式
第二節 餐飲服務時所需之器具及設備 6

(七)(七) 飲料服
務

第一節 各項佐餐飲品認識
第二節 葡萄酒服務
第三節 香檳服務
第四節 非酒精性飲料服務

12

(八)(八) 餐廳服
務流程

第一節 餐廳服務流程(迎賓)
第二節 餐廳服務流程(送客)
第三節 收善餐務

12

(九)(九) 緊急事
件與 安全維護

第一節 火災之類型與分類
第二節 滅火之原理及滅火器認識及操作
第三節 緩降機的使用

6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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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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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3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食物與營養
英文名稱 Food and Nutri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認識食品中成分及其營養對人體健康的重要性
二、了解在不同性別及年齡所需要營養之差異
三、能設計並規劃均衡飲食營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食品營養概
論

第一節 營養學的定義與範圍
第二節 食品營養與健康關係
第三節 當前國民營養狀況及問題

6

(二)(二) 營養素
第一節 營養素的種類
第二節 主要營養素的功能及食物來源
第三節 營養素不族或過量的生理影響

6

(三)(三) 各類食品的
營養價值

第一節 生鮮食品與加工食品
第二節 動物性食品
第三節 植物性食品
第四節 特殊營養食品
第五節 其他:嗜好性食品、調味料等

6

(四)(四) 生命期營養

第一節 孕婦及乳婦營養
第二節 嬰兒期營養
第三節 幼兒期營養
第四節 兒童期營養
第五節 青少年期的營養
第六節 成年人營養
第七節 老年人營養

6

(五)(五) 體重與 飲
食

第一節 食物熱量的測定與計算
第二節 熱量平衡與體重的關係
第三節 肥胖的原因與控制
第四節 體重不足的原因與飲食調整

6

(六)(六) 膳食設計

第一節 簡易代換單位與代換表
第二節 各種食品材料之秤量
第三節 基礎飲食
第四節 菜單設計
第五節 三餐之分配
第六節 家庭膳食計畫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
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
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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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
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
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
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
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
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
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
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
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
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
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
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
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
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
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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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3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飲料概論
英文名稱 Beverage & Cocktail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酒吧供應飲料時，酒吧禮儀
二、用杯的挑選、飲料的溫度、時間、操作的態度以及調酒員的外語能力
三、介紹各種不同飲料的起源、種類與製作方法
四、各種酒類及非酒精性飲料之調製
五、提昇吧檯人員的服務理念及技巧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飲料概論
第一節 飲料的演變與發展
第二節 飲料的功能
第三節 飲料的分類
第四節 飲料的生產趨勢

3

(二)(二)軟性飲料

第一節 嗜好性飲料
第二節 碳酸飲料
第三節 功能性飲料
第四節 蔬果類飲料
第五節 乳製飲料
第六節 包裝飲用水

3

(三)(三)酒精性飲料
第一節 酒的概論
第二節 釀造酒
第三節 蒸餾酒
第四節 再製酒

3

(四)(四)酒吧介紹與吧
檯認識

第一節 酒吧類型
第二節 酒吧裝潢與吧檯建構
第三節 吧檯設備與杯具
第四節 認識酒瓶及其大小

3

(五)(五)蒸餾酒-六大
基酒

第一節 威士忌
第二節 伏特加
第三節 白蘭地
第四節 蘭姆酒
第五節 特吉拉酒
第六節 琴酒

3

(六)(六)混合飲料的調
製

第一節 混合飲料的定義與起源
第二節 混合飲料的架構與組成要素
第三節 調配混合飲料的計量方法與器具
第四節 混合飲料的調製方法
第五節 吧檯常用的裝飾物與調味料
第六節 混合飲料類型
第七節 常見的混合飲料酒譜

3

(七)(七)釀造酒-啤酒

第一節 啤酒的由來與發展
第二節 德國啤酒的影響力
第三節 啤酒的酒精濃度與啤酒度數
第四節 啤酒釀造的主要元素
第五節 啤酒的發酵方法
第六節 啤酒的釀造過程
第七節 啤酒的分類
第八節 啤酒的品質與儲存
第九節 啤酒的服侍與飲用

3

(八)(八)釀造酒-葡萄
酒

第一節 葡萄的生長條件
第二節 釀酒的葡萄品種
第三節 葡萄酒的分類
第四節 葡萄酒的釀造
第五節 加烈葡萄酒的釀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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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其他特殊的釀造
第七節 新舊世界的葡萄酒

(九)(九)葡萄酒的服侍

第一節 葡萄酒理想的儲存環境
第二節 如何享用葡萄酒
第三節 葡萄酒服侍的重點
第四節 飲用葡萄酒的順序與原則
第五節 品嚐葡萄酒的步驟與技巧
第六節 食物與葡萄酒的搭配

3

(十)(十) 咖啡

第一節 咖啡樹與咖啡果實
第二節 咖啡生豆的製作與烘焙
第三節 咖啡產區
第四節 煮咖啡的器具
第五節 製作咖啡的原則與技巧
第六節 義式調配咖啡

3

(十一)(十一)茶

第一節 茶樹起源與種植
第二節 茶業產區
第三節 茶米的製作過程
第四節 泡茶的基本要素
第五節 功夫茶
第六節 紅茶基本調製與簡單花式調製

3

(十二)(十二)飲料與健
康

第一節 酒與健康
第二節 咖啡與健康
第三節 茶與健康

3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依據教學進度，進行形成性及總結性評量。 
二、評量內容兼顧學生差異，設計適合學生之差異化評量方式。 
三、根據評量結果修改教材教法，實施加深加廣或補救教學。
四、學期成績計算標準，定期及日常評量所佔比率如下 
1.定期評量佔 40％（含第一、第二及第三次段考）。
2.日常評量佔 60％（平時多元評量佔 60％）。
五、日常評量依科目性質，應採多元適當之評量方式，可參酌下列方式辦理：
1.隨堂測驗2.口頭問答3.習作演練4.實驗操作5.實驗報告 6.實習 7.分組報告、演示8.閱讀報告 9調查訪問、
採集報告10.學習態度 11其他。

教學資源
一、教學研究會討論決議後採用之教科書版本。
二、教師自編教材。
三、教師提供之補充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師蒐集各種教學媒體，並運用運用相關之圖書資料、投影片、掛圖、雜誌 
及網路資源，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二、建置數位學習平台上傳教學檔案及學生作業，使學生能依照自己的進度在學
習平台中進行課前預習或課後複習。
三、加強產學互動觀摩，與產業無縫接軌，引領學生參與實際作業，增加學生實
務經驗。
四、可輔導參加相關證照、證書之檢定，增進學習成效。

182



表附表附2-2-3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觀光學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培養對觀光事業的意義、特性及範圍有正確的概念
二、培養對觀光事業之經營管理有通盤的認識
三、瞭解觀光事業價值與觀光資源之規劃與管理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觀光產業的概念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觀光產業的意義及變遷
第三節 觀光產業的起源與發展
第四節 觀光產業的範疇
第五節 觀光客的意義

9

(二)(二) 觀光發展政策與觀
光組織

第一節 我國與國際觀光產業發展概況
第二節 觀光組織
第三節 觀光發展計畫

9

(三)(三) 觀光服務業
第一節 服務業的定與特性
第二節 服務業的特性
第三節 觀光服務的內容與經營管理

9

(四)(四) 觀光市場與行銷
第一節 觀光市場的概念
第二節 觀光需求與供給
第三節 觀光行銷概念
第四節 市場情勢分析
第五節 旅客行為

9

(五)(五) 觀光資源規劃與管
理

第一節 觀光資源的定義、特性及分類
第二節 觀光資源規劃皂意義、目標、原則及
步驟 
第三節 觀光資源經營管理理念
第四節 遊憩活動的類型

9

(六)(六) 領隊與導遊
第一節 導遊的意義、種類與資格取得
第二節 領隊的意義、種類與資格取得
第三節 導遊與領隊在觀光事業中的地位
第四節 導遊接待業務
第五節 領隊業務

9

(七)(七) 觀光人力資源運用

第一節 觀光人力資源運用的基本概念
第二節 觀光人力發展的內容、意義及重要性
第三節 觀光人力發展計畫及其方法
第四節 觀光人力資源培訓與發展
第五節 觀光人力資源需求分析及規劃
第六節 觀光人力資源績效評估

9

(八)(八) 觀光衝擊與觀光未
來發展方向

第一節 觀光發展芵一國或地區之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等四個層面之影響
第二節 我國觀光產業未來發展方向
第三節 觀光事業的未來經營管理趨勢
第四節 我國觀光產業的特色與個案分享

9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依據教學進度，進行形成性及總結性評量。 
二、評量內容兼顧學生差異，設計適合學生之差異化評量方式。 
三、根據評量結果修改教材教法，實施加深加廣或補救教學。
四、學期成績計算標準，定期及日常評量所佔比率如下 
1.定期評量佔 40％（含第一、第二及第三次段考）。
2.日常評量佔 60％（平時多元評量佔 60％）。
五、日常評量依科目性質，應採多元適當之評量方式，可參酌下列方式辦理：
1.隨堂測驗2.口頭問答3.習作演練4.實驗操作5.實驗報告 6.實習 7.分組報告、演示8.閱讀報告 9調查
訪問、採集報告10.學習態度 11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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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一、教學研究會討論決議後採用之教科書版本。
二、教師自編教材。
三、教師提供之補充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師蒐集各種教學媒體，並運用運用相關之圖書資料、投影片、掛圖、雜誌
及網路資源，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二、建置數位學習平台上傳教學檔案及學生作業，使學生能依照自己的進度在學
習平台中進行課前預習或課後複習。
三、加強產學互動觀摩，與產業無縫接軌，引領學生參與實際作業，增加學生實
務經驗。
四、可輔導參加相關證照、證書之檢定，增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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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3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菜單設計
英文名稱 Menu Desig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使學生了解菜單設計的概念與相關知識
二、培養學生對菜單設計之興趣
三、使學生了解並學習菜單設計之原則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緒論
第一節 菜單的定義與起源
第二節 菜單之基本認識
第三節 菜單設計的重要性

9

(二)(二) 菜單
的內容

第一節 菜單編製的依據
第二節 菜單的種類
第三節 菜單的項目
第四節 菜單安排的要領

12

(三)(三) 菜單
的結構

第一節 中西式菜單的命名
第二節 中餐菜單的特色
第三節 西餐菜單的特色
第四節 飲料單之製作

12

(四)(四) 菜單
設計程序

第一節 菜單格式
第二節 菜單封面
第三節 菜單文字
第四節 菜單字體選擇
第五節 菜單用紙的選擇
第六節 菜單的色彩運用

12

(五)(五) 菜單
的價格與策略

第一節 菜單定價基礎
第二節 影響菜單定價之因素
第三節 定價原則
第四節 定價策略
第五節 常見的定價方法

9

(六)(六) 菜單
的製作

第一節 菜單製作原則
第二節 菜單製作要求
第三節 菜單製作常見的通病

9

(七)(七)菜單
之評估

第一節 菜單分析
第二節 菜單的修正與檢討
第三節 如何增添新菜色

9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 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 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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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 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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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3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動力機械概論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Power Mechanic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2/2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使學生認識各種動力機械之名稱、規格及用途。
二、使學生熟悉各種動力機械之工作原理。
三、使學生瞭解各種動力機械之理論。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緒論
1.緒言
2.能量的來源
3.動力之型態
4.能源與動力之關係

8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二)(二)蒸氣
動力機

1.鍋爐
2.蒸氣渦輪機
3.蒸氣交換機

8

(三)(三)內燃
機

1.往復式內燃機的構造及工作循環
2.內燃機的燃料及燃燒
3.汽油引擎的理論工作原理
4.柴油引擎的理論工作原理
5.汽油引擎之主要裝置
6.柴油引擎之主要裝置
7.汽油引擎與柴油引擎之比較
8.其他型式引擎
9.引擎之運轉性能與各種效率
10.燃氣渦輪機

6

(四)(四)空壓
機械

1.風扇
2.鼓風機
3.壓縮機

6

(五)(五)泵
1.離心泵
2.往復泵
3.旋轉泵
4.特殊泵

8

(六)(六)水輪
機

1.帕爾登水輪機
2.法式水輪機
3.軸流水輪機
4.水輪機的運轉性能
5.水輪機的相似定律
6.水輪機的各種現象

8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七)(七)揚升
機械

1.鍊條
2.繩
3.吊車
4.升降機

6

(八)(八)拖曳
和推拉機械

1.吊車
2.絞車
3.工業用車(搬運機)

4

(九)(九)搬運
揚升機械

1.堆高機
2.拖板車
3.起重機

6

(十)(十)連續
搬運機械

1.架空搬運
2.空氣和螺旋搬運
3.帶式輸送機
4.滾子輸送機
5.裙板輸送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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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板條輸送機
7.刮板輸送機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
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
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
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
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
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
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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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3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汽車學
英文名稱 Automotiv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學生能瞭解汽油引擎作動之原理。
二、學生具有汽油引擎各系統之構件作動原理觀念。
三、學生能瞭解汽油引擎各系統組成構件名稱。
四、學生能認識底盤各系統的工作原理。
五、學生能認識底盤各機件的構造.功能與工作情形。
六、學生能認識底盤的特性.並有助於底盤的使用與維護。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第1章緒論 1.了解汽車工業發展史
2.說明汽車的基本構造 3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二)第2章汽油引擎
本體系統

1.了解內燃機、外燃機的定義與分類
2.說明往復式活塞引擎的分類與工作原理
3.說明引擎本體各部機件的構造與功用。
4.說明引擎的性能

18

(三)第3章燃料系統
1.了解汽油的性質與功用
2.說明化油器的構造與作用原理
3.說明汽油噴射系統的構造與作用原理

12

(四)第4章點火系統
1.了解點火系統的功能與分類
2.說明接點式點火系統的構造與工作原理
3.說明電子式點火系統的構造與工作原理

12

(五)第5章潤滑系統 1.了解潤滑油的功能及種類
2.說明引擎潤滑的方式 6

(六)第6章冷卻系統 1.了解冷卻系統的功能及種類
2.說明壓力式冷卻系統的構造與功能 3

(七)第7章汽車排放
污染氣體控制系統

1.了解汽車排放污染氣體的種類與排放位置
2.說明汽車排放之污染氣體對人體的影響 3

(八)第1章概論 1.了解汽車底盤的種類
2.說明汽車底盤的構造與功能 2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九)第2章傳動系統
1.傳動系統概述
2.說明離合器分類及作動原理
3.說明手排變速箱的構造及作動原理。
4.說明自動變速箱的構造及作動原理
5.了解傳動軸的功用及構造分類

22

(十)第3章煞車系統
1.了解煞車原理。
2.說明油壓煞車機構的分類及功用。
3.說明手煞車裝置的功用及構造。
4.說明防止車輪鎖住煞車(ABS)及防滑煞車(TCS)機構

15

(十一)第4章懸吊系
統

1.了解整體式懸吊的功能、構造與種類
2.說明獨立式懸吊的功能、構造與種類
3.說明彈簧的功能、構造與種類
4.說明避震器的功能、構造與種類

6

(十二)第5章轉向系
統

1.轉向原理概述
2.說明轉向機構的功能、種類、構造及原理
3.說明輪胎及輪圈的構造、種類與工作原理
4.說明輪胎的規格、胎壓與輪胎負載的關係

6

合計 108節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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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190



表附表附2-2-4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應用力學
英文名稱 Applied Mechanic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 2

學分數 2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力學的原理與知識，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上。
(二)了解工程力學的原理，以作為日後自學或進修的基礎。
(三)了解物體受力作用時，物體可能受力之物理現象。
(四)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緒論

1.力學的種類
2.力的觀念
3.向量與純量
4.力的單位
5.力系
6.質點與剛體
7.力的可傳性

2

(二)同平面力
系

1.力的分解與合成
2.自由體圖
3.力矩與力矩原理
4.力偶
5.同平面各種力系之合成及平衡

8

(三)摩擦

1.摩擦的種類
2.摩擦定律
3.摩擦角與靜止角
4.滑動摩擦與滾動摩擦
5.摩擦在機械上的運用
6.煞車來令片之摩擦
7.離合器片之摩擦
8.皮帶輪(撓性皮帶)之傳輸力

6

(四)直線運動
1.運動的種類
2.速度與加速度
3.自由落體
4.垂直拋體運動
5.相對運動

5

(五)曲線運動
1.角位移與角速度
2.角加速度
3.切線加速度與法線加速度
4.拋體運動

5

(六)動力學基
本定律及應用

1.牛頓運動定律
2.滑輪
3.向心力與離心力

4

(七)功與能
1.功與能
2.動能與位能
3.功率與應用
4.能量不滅定律
5.能的損失與機械效率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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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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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4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件原理
英文名稱 Principle of Machine Element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 2

學分數 2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各種機件之名稱、規格及用途。
(二)了解各種運動機構之原理。
(三)了解各種機件組成機構之功用。
(四)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緒論
1.機件、機構、機械的定義
2.機件的種類
3.運動傳達的方法
4.運動對與運動鏈

2

(二)螺旋及螺
旋連接件

1.螺旋的原理
2.螺旋各部名稱及功用
3.螺紋的種類
4.公制螺紋與英制螺紋
5.機械利益與機械效率
6.螺紋傳動
7.螺栓與螺釘
8.螺帽及鎖緊裝置
9.墊圈

6

(三)鍵與銷
1.鍵的用途與種類
2.鍵的強度
3.銷的種類與用途

3

(四)彈簧
1.彈簧的功用
2.彈簧的種類
3.彈簧的材料

2

(五)軸承及軸
的連接裝置

1.軸承的種類
2.滾動軸承的規格及應用
3.聯結器的種類及功用
4.離合器的種類及功用

3

(六)帶輪與鏈
輪

1.撓性傳動
2.帶與帶輪
3.皮帶長度
4.塔輪
5.鏈條傳動
6.鏈條種類及構造
7.速比

6

(七)齒輪
1.齒輪的用途與種類
2.齒輪各部名稱
3.齒輪的基本定律
4.齒形的種類
5.齒形與齒輪的規格

3

(八)輪系
1.輪系概述
2.輪系值
3.輪系應用
4.周轉輪系

3

(九)制動器
1.制動器用途
2.制動器的種類及構造
3.制動器的材料

3

1.凸輪的用途
2.凸輪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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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凸輪 3.凸輪及從動件接觸方法
4.凸輪及從動件的運動

2

(十一)起重滑
車

1.滑車的原理
2.起重滑車 3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
獲致充分的發展。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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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4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汽油噴射引擎
英文名稱 Gasoline injection engin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2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認識汽油噴射引擎之優點及噴射系統之種類。
二、了解汽油噴射引擎三個子系統：燃料系統、空氣導入系統及電子控制系統等各元件之構造及作用原理。
三、了解汽油噴射引擎電子控制系統輸入及輸出單元組件之構造及作用原理。
四、了解汽油噴射引擎自我診斷系統及OBD車上診斷系統之功能。
五、了解汽缸直接噴射之構造、特殊設計及優點。
六、了解汽油噴射引擎廢氣控制系統各元件之構造及作用。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汽油噴射引擎
概述

1.概述。
2.汽油噴射的方式。
3.汽油噴射三大系統介紹。
4.汽油噴射之裝置。
5.汽油噴射系統的優點。

3

(二)(二)燃料系統

1.燃料系統之元件。
2.汽油泵。
3.汽油濾清器。
4.汽油脈動緩衝器。
5.輸油管。
6.調壓器。
7.噴油嘴。
8.冷車起動噴油嘴和溫控時間開關。

6

(三)(三)空氣導入系統
1.進氣流動。
2.節氣門體。
3.空氣室。
4.空氣活門。

3

(四)(四)電腦控制系統
輸入

1.概述。
2.轉速感知器和曲軸位置感知器。
3.空氣流量計(Air flow sensor) 。
4.空氣質量計(Mass Air flow sensor) 。
5.熱膜片式空氣質量計。
6.岐管壓力感知器(Mainfold absolute pressure) 。
7.大氣壓力感知器(APS) 。
8.水溫感知器(CTS)(THW) 。
9.進氣溫度感知器(ATS)(THA)。
10.節氣門位置感知器(TPS)。
11.爆震感知器(Knock)。
12.車速感知器(VSS)。
13.含氧感知器(O2)。
14.電瓶開關。
15.起動開關(STA)。
16冷氣開關(A/C)。
17.動力轉向油壓開關。
18.駐車/空檔開關(P/N)。

12

(五)(五)電子控制系統
輸入單元。

1.概述。
2.中央處理單元(CPU)。
3.唯讀記憶器(ROM)。
4.隨機存取記憶器(RAM)。
5.輸入單元。
6.輸出單元。
7.故障檢診(ECM Mode)。

6

(六)(六)電子控制系統
1.概述。
2.電子燃油噴射(EFI) 。
3.電腦點火正時(Electronic Spark Timing)(EST)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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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單元。 4.汽油泵控制。
5.怠速控制。
6.故障檢診(Diagnosis) 。

(七)(七)汽缸直接噴射
系統。

1.概述。
2.空氣系統。
3.燃料系統。

6

(八)(八)自我診斷系統
及車上診斷(OBD)系
統。

1.汽車污染氣體的來源。
2.汽車污染氣體產生的原因。
3.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危害。
4.汽車廢氣排放標準。
5.汽車污染氣體的處理。
6.積極式曲軸箱通風。
7.汽油蒸發汽控制(Evaporative Emission Control)(EEC)。
8.廢氣再循環(Exhaust Gas Recirculation)。
9.觸媒轉化器。

6

(九)(九)廢氣控制系
統。

1.概述。
2.燃料系統。
3.燃料計量。
4.運轉狀態修正。

6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
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
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
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
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
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
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
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
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
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
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
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
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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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4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柴油引擎原理
英文名稱 Diesel engine principl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2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認識柴油引擎的工作原理。
二、了解柴油引擎及各機件的構造。
三、了解柴油引擎的特性並有助於柴油引擎的使用及維護。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緒
論

1.柴油引擎概述
2.柴油引擎發展史
3.柴油引擎的優劣點與應用
4.循環理論
5.笛賽爾循環與混合循環
6.四行程和二行程柴油引擎的工作原理
7.四行程和二行程柴油引擎的比較

6

(二)(二)柴
油引擎本體
系統

1.柴油引擎的機構
2.柴油引擎各主要機件的功用與構造
3.其他附屬的機件功用與構造

4

(三)(三)燃
料系統

1.燃料與燃燒
2.柴油的特性
3.空氣與柴油的混合比、空氣過剩率
4.正常燃燒與異常燃燒
5.燃燒室
6.柴油噴射系統
7.柴油噴射系統應具備功能
8.柴油引擎噴射系統的分類
9.噴射泵的基本工作原理
10.複式高壓噴射系統的構造與工作原理
11.分配式高壓噴射系統的構造與工作原理
12.單式高壓噴射系統的構造與工作原理
13.噴油嘴的功用、構造與工作情形
14.正時裝置的功用、構造與工作情形
15.調速器的功用、構造與工作情形
16.增壓器的功用、構造與工作情形
17.電腦控制柴油噴射系統
18.概述
19.電腦控制柴油噴射系統各部機件的功用

12

(四)(四)潤
滑系統

1.潤滑概述
2.潤滑油的功能
3.潤滑油的分類
4.潤滑油的添加劑
5.柴油引擎與汽油引擎潤滑系統的比較

4

(五)(五)冷
卻系統 1.冷卻系統各部機件的功能與構造 2

(六)(六)預
熱系統 1.預熱系統的功用、構造與工作情形 2

(七)(七)排
放污染物控
制裝置

1.柴油車排放污染物概述
2.排放空氣污染物標準與測試
3.粒狀物後處理裝置

6

合計 36節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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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
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
解與合作。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
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
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
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
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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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4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汽車電系原理
英文名稱 Principle of automotive electrical system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2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學生認識汽車所使用各種電路的工作原理。
二、學生能了解汽車各電系及各機件的構造。
三、學生能了解汽車各電系的特性並有助於汽車電系的使用及維護。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電 瓶
1.了解電瓶的構造與工作原理
2.說明電解液與充放電
3.說明電瓶容量與保養

3

(二)(二)起動系統 1.了解起動系統電路
2.說明起動馬達的工作原理 6

(三)(三)充電系統 1.了解發電機的工作原理
2.說明交流發電機的功能與構造 6

(四)(四)汽油噴射
系統

1.了解汽油噴射系統的原理
2.說明連續燃料噴射系統的工作原理 12

(五)(五)電子點火
系統

1.了解電子點火系統的工作原理
2.說明電子點火系統的功用種類與構造 9

(六)(六)聲光系統 1.了解喇叭電路與配件的構造與工作情形
2.說明頭燈電路與配件的構造與工作情形 6

(七)(七)儀表系統 1.了解各部儀表的功用構造與工作情形
2.說明儀表系統各燈號表示意義與工作情形 3

(八)(八)雨刷系統 1.了解雨刷系統各部機件的功用構造與工作情形
2.說明擋風玻璃噴水器的功用構造與工作情形 6

(九)(九)汽車電器
及其他附屬配備

1.了解汽車電器符號
2.說明冷暖氣機系統各部機件 3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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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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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4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引擎技術進階
英文名稱 Advanced engine principl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3 2

學分數 2/2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瞭解引擎與其輔助系統之工作原理。
二、具備保養與調整引擎之能力。
三、具備更換引擎零組件之能力。
四、具備職場環境保護觀念與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汽車引擎性
能

1.排汽量運算
2.壓縮比計算方式
3.迴轉活塞式引擎之排汽量與壓縮比
4.功與功率
5.扭矩計算
6.功率計算
7.引擎馬力計算
8.引擎扭矩
9.燃料消耗率
10.引擎效率
11.熱能分配
12.容積效率與進氣量
13.影響引擎性能因素

9

(二)燃料與燃燒
1.燃料的種類及性質
2.燃料和空氣的混合比
3.汽油引擎之燃燒
4.柴油引擎之燃燒 

6

(三)引擎潤滑系
統

1.汽油引擎的潤滑方法
2.機油泵型式
3.機油濾清器
4.曲軸箱吹漏氣控制與電腦搭配 

6

(四)引擎冷卻系
統

1.智慧熱能管理系統
2.渦輪增壓引擎冷卻系統 6

(五)進排汽系統

1.先進車輛進汽系統
2.消音器種類
3.先進車輛排氣再循環(EGR)裝置概述
4.先進車輛二次空氣供給裝置概述
5.先進車輛觸媒轉換器
6.先進車輛含氧感知器
7.機械增壓及渦輪增壓系統
8.四行程汽油引擎新構造
9.可變汽門正時與揚程

6

(六)汽油引擎排
汽污染與控制

1.汽車各部排出之污氣分析
2.汽車排出污氣成分之不良影響
3.汽車排出污氣之發生過程與引擎工作情況之關係
4.控制汽車排出污氣之方法

6

(七)汽油引擎燃
料系統

1.液化石油氣燃料系統
2.汽油噴射系統應用
3.缸內汽油直接噴射系統
4.壓縮天然氣(CNG)燃料系統

9

(八)柴油引擎燃
料系統

1.柴油引擎概述
2.電腦控制柴油噴射系統 6

合計 54節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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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
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
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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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4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底盤技術進階
英文名稱 Advanced chassis principl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2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瞭解汽車底盤與其附屬系統之工作原理。
二、具備使用特殊工具與電腦設備檢診之能力。
三、熟練且正確地閱讀修護手冊、零件手冊、電路圖等。
四、具備保養、調整與檢修底盤之能力。
五、具備檢修與更換底盤零組件之能力。
六、具備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職場環境保護觀念與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新式傳動
系統

1.離合器、差速器等種類介紹
2.手排變速器檢測
3.自動變速器檢測 
4.傳動軸總成檢測
5.驅動軸總成檢測

6

(二)新式煞車
系統

1.手煞車及駐車煞車應用
2.液壓煞車系統應用及檢測
3.空氣煞車系統應用及檢測
4.ABS、TRC、VSC等控制煞車系統統整檢測

6

(三)新式懸吊
系統

1.車身與車架種類介紹
2.車輛的振動與懸吊介紹
3.各式懸吊系統構件與功能種類介紹
4.各式懸吊系統應用及檢測

6

(四)新式轉向
系統

1.油壓式轉向系統構件
2.電子式轉向系統構件
3.四輪轉向系統。

6

(五)車輪組
1.各品牌輪胎介紹
2.各品牌鋁圈製作及生產介紹
3.車輪改裝與車速相關說明
4.車輪的四輪定位

6

(六)其他新科
技的底盤系統

1.航空器起落架系統介紹與檢修說明
2.產業動力機械底盤介紹與檢修說明
3.軌道車輛底盤介紹與檢修說明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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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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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4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械材料
英文名稱 Mechanical material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2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學生能瞭解各種材料製程、結構之能力。
二、學生能具有認識各材料製程、結構與性質之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緒論
1.材料與文明
2.材料與工程
3.材料製程、結構與性質

12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二)(二)金屬及合金
簡介

1.元素的分類
2.原子構造及原子鍵結
3.材料分類及各類材料特性
4.金屬及合金的通性

21

(三)(三)金屬材料之
組織及結晶構造

1.金屬的晶粒及組織
2.金屬的結晶構造
3.金屬及合金之平衡圖

21

(四)(四)材料之物
理、化學及機械性
質

1.材料的物理性質
2.材料的化學性質
3.材料的機械性質
4.材料機械性質之試驗法

21 第三學年
第二學期

(五)(五)鋼鐵材料
1.鋼鐵生產製程概述
2.鋼鐵材料之加工方法
3.鋼鐵中的合金元素
4.鋼鐵材料規格
5.鋼鐵材料之種類

15

(六)(六)鋼鐵材料之
熱處理

1.鐵碳平衡圖
2.恆溫變態曲線與冷卻曲線圖
3.碳鋼的熱處理方法
4.熱處理爐及其週邊設備
5.鋼鐵材料的表面硬化處理

18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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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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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4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力學進階
英文名稱 Advanced in Applied Mechanic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2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學生能具有力學之原理與知識，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上
二、學生能熟習機械力學之原理，以作為日後或進修之基礎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緒論

1.力學的種類　
2.力的觀念　
3.純量與向量　
4.力的單位　
5.力系　
6.質點與剛體　
7.力的可傳性

8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二)(二)同平面
力系

1.力之分解與合成　
2.自由體圖　
3.力矩與力矩原理　
4.力偶　
5.同平面各種力系之合成及平衡

8

(三)(三)摩擦

1.摩擦種類　
2.摩擦定律　
3.摩擦角與靜止角　
4.滑動摩擦與滾動摩擦
5.摩擦在機械上的運用
6.煞車來令片之摩擦
7.離合器片之摩擦
8.皮帶輪(撓性皮帶之傳輸力)

6

(四)(四)直線運
動

1.運動的種類　
2.速度與加速度　
3.自由落體　
4.相對運動

6 第三學年
第二學期

(五)(五)曲線運
動

1.角位移與角速度　
2.角加速度　
3.切線加速度與法線加速度
4.拋物體運動

8

(六)(六)動力學
基本定律及應用

1.牛頓運動定律　
2.滑輪　
3.向心力與離心力

6

(七)(七)功與能
1.功與能　
2.動能與位能　
3.功率與應用　
4.能量不滅定律　
5.能的損失與機械效率

6

合計 4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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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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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附表附2-3-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 Project Study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瞭解專題製作之格式、步驟及程序。
二、培養提倡理論與實作並重的理念、達到創新之能力。
三、訓練構想設計、系統整合、實驗驗證及成果報告撰寫過程中學習到專題相關領域的一些理論與技術。
四、養成敬業樂群、負責、勤奮、有秩序、有計劃及安全的工作態度與邏輯創新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第1章專題通
論

1.專題製作的意義
2.專題製作的目的 
3.專題製作流程

12

(二)第2章主題選
定與計畫書的擬定

1.成員選擇與主題選定原則 
2.資料蒐集 
3.專題計畫書架構 
4.撰寫專題計畫書

14

(三)第3章專題製
作歷程

1.研究方法 
2.進度掌握 
3.專題實施注意事項 
4.專題歷程檔案 

16

(四)第4章專題製
作報告格式

1.格式說明 
2.撰寫專題報告 12

(五)專題評量與發
表

1.專題評量 
2.專題延伸 14

(六)第6章 書面方
式呈現

1.團隊方式的編輯法 
2.格式設定的流程及建議 
3.提高工作效率---認識樣式 
4.使用文件範本 
5.認識大綱主控文件模式 
6.編輯技巧 
7.輸出 (報告呈現，印出或輸出至PDF，SWF等) 
8.Word專題範本的使用

12

(七)第7章 網頁方
式呈現

1.認識網頁編輯軟體
2.不需編輯軟體的網頁呈現方式
3.細說TOPIC專題網平臺

14

(八)第8章 簡報／
口頭方式報告

1.簡報成功的關鍵 
2.建立簡報架構 
3.內容編輯 (簡報設計原則) 
4.專題簡報範本 
5.建立簡報環境 
6.演練 (口頭報告技巧) 
7.檢討改善

14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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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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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電製圖實習
英文名稱 Mechatronics Drawing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製圖之基本配備及使用法，並能繪製各種線條。
(二)培養閱讀工程圖，以增進製造及修護各種動力機械之能力。
(三)培養正確以徒手或製圖設備、電腦輔助設備繪製工程圖。
(四)了解並熟悉機電符號，並培養能以徒手或製圖設備、電腦輔助繪圖設備繪製各種機電圖。
(五)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環境
與環保介紹

1.工場安全與衛生介紹
2.基本工具與設備的使用與保養 2

(二)製圖設備
與儀器

1.識圖與製圖之重要性
2.製圖紙的規格
3.製圖設備與用具
4.電腦輔助製圖概要

2

(三)線法、字
法及應用幾何
畫法

1.線條的種類與畫法
2.線條的交接畫法
3.工程字的寫法
4.等分線段、圓弧與角
5.垂直線與平行線
6.多邊形畫法
7.相切與切線

4

(四)正投影

1.投影法與投影圖之種類
2.第一角與第三角投影
3.點、線、面、體之投影
4.視圖線條之意義
5.曲線之投影
6.視圖之選擇與排列
7.線條之優先順序
8.正投影視圖畫法
9.立體圖畫法
10.識圖與製圖練習

10

(五)尺度標註
與註解

1.一般尺度
2.大小尺度及位置尺度
3.尺度標註方法
4.尺度選擇與安置
5.比例
6.尺度標註順序

6

(六)輔助視圖
與特殊視圖

1.單斜面輔助視圖
2.局部輔助視圖
3.局部視圖與局部放大視圖
4.轉正視圖
5.中斷視圖
6.虛擬視圖

6

(七)剖視圖

1割面與剖面
2.全剖面與半剖面
3.局部剖面及輔助剖面
4.旋轉及移轉剖面
5.轉正剖面
6.多個剖面視圖
7.剖視圖中隱藏線之省略
8.不加剖視之部位

6

1.基本電路元件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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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機電子
符號

2.配線符號
3.半導體及數位元件符號

4

(九)電路圖
1.基本電路圖繪製
2.電子應用電路圖繪製
3.控制電路圖繪製

6

(十)管路圖
1.管路與管路圖
2.管路符號
3.平面管路圖
4.立體管路圖

6

(十一)基礎電
腦輔助繪圖

1.座標系統介紹及指令輸入
2.繪圖指令
3.修改指令
4.尺寸標註指令
5.剖面線與文字輸入
6.幾何圖形綜合練習
7.機電工程製圖綜合練習

20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
進步中獲得鼓勵。
2.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
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5.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
解與合作。
6.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視需要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學校 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 網 路 資源與 社區、 社會資源 ，結合產業界 進行產學合
作 。
3.配合實習課程，可辦理校外參訪或實習活動，結合理論與實務，並加強和業界的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顧及學生需求並配合科技發展，符合產業界實務化之教材，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
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識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之道，
以改進目前生活。
2.教材之選擇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
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選擇須注意「縱」的銜接，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
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選擇須重視「橫」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
或連貫，促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材中之專有名詞與翻譯名稱，應符合教育部之規定，若無規定，則參照國內書刊或習慣用語，且能與其他專業學
科所使用相同。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如需至工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
2.教師教學前，應編訂教學進度表。
3.教師教學前，應講解該項實習之目的、相關知識及機電製圖在動力機械的應用。
4.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物作為教材。
5.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7.教師可配合實物，可參酌採取下列教學法等綜合運用：講述法、問答法、分組討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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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工電子實習
英文名稱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 6

學分數 4 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使學生認識各種電工電子之名稱、規格及用途。
二、使學生熟悉各種電工電子之工作原理。
三、使學生瞭解各種電工電子之理論。
四、能思辨勞動法令規章與相關議題，省思自我的社會責任。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 第一章工場環
境與環保之認識

1.工場環境、安全與衛生
2.基本工具與設備的使用與保養 3

(二) 第二章導線的
連接及銲接

1.導線的認識與選用
2.剝線的練習
3.麵包板的認識與使用
4.導線的連接與絕緣
5.銲接要領及實作

12

(三) 第三章常用電
子儀器之使用

1.多功能電錶的使用
2.電源供應器的使用
3.示波器的使用
4.信號產生器的使用
5.本章實習

9

(四)第四章電阻、
電壓及電流之量測

1.電阻的種類與認識
2.電阻器的識別與電阻量測
3.交/直流電壓的量測
4.直流電流的量測

6

(五) 第五章直流電
路實驗

1.歐姆定律實驗
2.電阻串、並聯電路實驗
3.克希荷夫電壓、電流定律實驗

12

(六) 第七章磁與電
之應用

1.磁的基本特性實驗
2.電磁效應
3.電磁感應
4.繼電器的量測

6

(七)第八章變壓器
實驗

1.升壓、降壓實驗
2.變壓器應用電路 6

(八)第九章二極體
電路實驗

1.二極體的作用原理及量測
2.半波整流與全波整流電路實驗
3.電容濾波電路實習
4.稽納二極體的特性曲線實驗
5.穩壓電路實驗
6.發光二極體的作用原理與應用

9

(九) 第十章電晶體
電路實驗

1.雙極性電晶體的構造及作用原理
2.電晶體的量測 
3.雙極性電晶體的特性曲線實驗 
4.雙極性電晶體開關電路的應用

9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
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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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解決問題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214



表附表附2-3-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車輛底盤檢修實習
英文名稱 Chassis Comprehensive Service and repair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6

學分數 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底盤系統之工作原理。
(二)培養使用基本工具與設備之能力。
(三)培養熟練、正確地閱讀修護手冊、零件手冊、電路圖等。
(四)培養保養與調整底盤系統之能力。
(五)培養更換底盤系統零組件之能力。
(六)培養工場安全及環境保護觀念與素養。
(七)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環
境與環保介
紹

1.工場安全與衛生介紹
2.基本工具與設備的使用與保養
3.工場廢棄物之認識與回收

2

(二)儀器設
備使用

1.診斷儀器使用
2.維修手冊使用 4

(三)離合器
系統檢修

1.液壓式離合器系統檢修
2.鋼索式離合器系統檢修 6

(四)變速箱
檢修

1.手動變速箱檢修
2.自動變速箱檢修
3.變速箱功能測試

16

(五)煞車系
統檢修

1.碟式煞車系統檢修
2.鼓式煞車系統檢修
3.駐車煞車系統檢修
4.空氣煞車系統檢修
5.防鎖死煞車系統(ABS)檢修

12

(六)懸吊系
統檢修

1.前懸吊系統檢修
2.後懸吊系統檢修
3.空氣懸吊系統檢修
4.四輪定位

12

(七)傳動系
統檢修

1.前輪傳動系統檢修
2.後輪傳動系統檢修
3.前輪轂總成檢修
4.後輪轂總成檢修
5.四輪傳動系統檢修

12

(八)轉向系
統檢修

1.動力轉向系統檢修
2.轉向控制系統檢修 4

(九)車輪系
統檢修

1.車輪檢修
2.車輪平衡 4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三)學習評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
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5.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
解與合作。
6.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視需要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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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學校 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 網 路 資源與 社區、 社會資源 ，結合產業界 進行產學合
作 。
3.配合實習課程，可辦理校外參訪或實習活動，結合理論與實務，並加強和業界的交流。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
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之道，以改進目前生活。
2.教材之選擇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
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選擇須注意「縱」的銜接，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
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選擇須重視「橫」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
連貫，促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材中之專有名詞與翻譯名稱，應符合教育部之規定，若無規定，則參照國內書刊或習慣用語，且能與其他專業學科
所使用相同。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如需至工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物做為教材。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6.教師可配合實物，可參酌採取下列教學法等綜合運用：講述法、發表法、問答法、練習法、觀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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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車身電器系統綜合檢修實習
英文名稱 Vehicle Body Electrical System Comprehensive Service and repair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6 3

學分數 4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一學年暑假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車身電器檢修注意事項。
(二)培養正確拆裝及檢修車身電器各零組件。
(三)培養正確使用電錶、儀器設備，準確判斷車身電器系統故障及排除。
(四)培養正確使用示波器或專用儀器診斷車身網路系統。
(五)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環境與環
保介紹

1.工場安全與衛生介紹
2.基本工具及設備使用與保養
3.工場廢棄物之認識與回收

2

(二)車輛燈光系統
零組件檢修

1.修護手冊查閱
2.頭燈總成檢修
3.尾(後)燈總成檢修
4.頭燈開關檢修
5.前、後霧燈檢修
6.方向及危險警示燈檢修
7.煞車燈檢修
8.倒車燈檢修
9.牌照燈檢修
10.車內燈檢修
11.後行李箱燈檢修

16

(三)頭燈對光 1.白幕式
2.集光式 4

(四)車輛儀錶及警
告系統組件檢修

1.儀錶組總成更換
2.引擎機油警示檢修
3.引擎溫度警示檢修
4.冷卻液面警示檢修
5.擋風玻璃清洗液面警示檢修
6.剎車相關警示檢修
7.燃油錶檢修
8.車速感知器檢修
9.胎壓偵測系統檢修

18

(五)舒適與便利系
統檢修

1.車門飾板拆裝
2.電動窗檢修
3.電動門鎖檢修
4.電動天窗檢修
5.電動後視鏡檢修
6.倒車警示系統檢修
7.倒車影像顯示器系統檢修
8.定速系統檢修
9.防盜系統檢修
10.影音及導航系統檢修

20

(六)輔助氣囊檢修
1.輔助氣囊檢修安全注意
2.各氣囊總成更換
3.鐘型彈簧檢修
4.撞擊感知器檢修

6

(七)車身網路系統
檢修

1.車身網路架構
2.使用示波器觀察訊號異常
3.使用廠家專用儀器檢診

6

合計 72節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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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解決問題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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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車輛空調檢修實習
英文名稱 Vehicle Air Condition Serv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6

學分數 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車輛空調維修安全注意事項及空調系統對環境影響。
(二)了解車輛空調零組件功能及作用原理。
(三)培養正確使用工具、儀器設備檢修及更換空調零組件。
(四)培養執行空調系統性能測試。
(五)正確定期保養空調系統之能力。
(六)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環境與環
保介紹

1.工場安全與衛生介紹
2.基本工具與設備的使用與保養
3.工場廢棄物之認識與回收

4

(二)冷氣系統冷媒
回收及充填

1.各種冷媒檢修錶連接
2.冷媒回收機使用
3.充填冷媒

8

(三)冷媒壓縮機更
換

1.冷媒管路拆裝
2.冷媒壓縮機驅動皮帶拆換
3.冷媒壓縮機本體拆換

8

(四)冷媒壓縮機分
解組合

1.固定/變排量斜板式壓縮機分解組合
2.固定/變排量搖板式壓縮機分解組合
3.渦卷式壓縮機分解組合
4.迴轉葉片式壓縮機分解組合

16

(五)車輛空調系統
組件更換

1.冷凝器更換
2.冷凝器旁乾燥過濾器更換
3.水箱及冷凝器電動風扇更換
4.儲液器或蓄液器更換
5.膨脹閥或毛細管更換
6.空調系統開關及感知器更換
7.蒸發器、空調濾清器更換
8.暖氣系統組件更換
9.鼓風機及電阻器(功率晶體)更換
10.空調系統各閥門更換
11.空調風箱總成更換

12

(六)車輛空調系統
故障檢修及性能
測試

1.目視零組件作用及外觀洩漏判斷
2.利用檢修錶判斷系統作用
3.利用儀器設備檢漏
4.利用自診或儀器故障排除空調系統電路
5.空調系統性能檢查

16

(七)車輛空調系統
定期保養

1.冷卻系統檢漏及冷卻液更換
2.冷氣組件及管路定期清洗
3.引擎節氣門體清洗

8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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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視需要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相關教學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等。
2.學校宜結合產業界作建教合作，師徒制教學及配合實習課程辦理校外參訪，使理論與實務結合，並加強與業界
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配合科技發展，教材的編選應符合產業界實務化需求且須顧及學生學習能力，課程內容應儘量與生活化相結
合，引發學生學習興趣並增進其學習效果，使學生能將所學知能應用於實際生活中，且有能力解決實際生活上碰
到各種難題。
2.教材之選擇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另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編選須注意「縱」的銜接，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
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編選須重視「橫」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促使學生能獲得統整知能。
5.教材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材中之專有名詞與翻譯名稱，應符合教育部之規定，若無規定，則參照國內書刊或習慣用語，且能與其他專
業學科所使用者相同。
7.教材圖片應清晰易懂，圖片上專有名稱應前後一致，且與內文說明相同。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教學科目，如需至工場或其他場所實習，若學生人數眾多，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每班最多
以二組為限。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以利於控制教學進度。
3.教師教學時，應先講解及示範實際操作，並督導學生務必親自參與實作，並可參酌採取下列教學法等綜合運
用：講述法、發表法、問答法及分組討論法。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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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系實習
英文名稱 Electric al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6

學分數 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電路系統之工作原理。
(二)具備使用基本工具與設備之能力。
(三)培養熟練、正確地閱讀修護手冊、零件手冊、電路圖等。
(四)具備保養與調整電路系統之能力。
(五)具備更換電路系統零組件之能力。
(六)具備工場安全及環境保護觀念與素養。
(七)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環
境與環保介
紹

1.工場安全與衛生介紹
2.基本工具與設備的使用與保養
3.工場廢棄物之認識與回收

3

(二)儀器設
備使用

1.多功能電錶
2.比重計
3.一般充電機使用
4.快速充電機使用

3

(三)電瓶
1.電瓶認識
2.電瓶保養及檢查
3.電瓶充電
4.電瓶性能測試

6

(四)起動系
統

1.起動系統配線
2.起動馬達分解、檢查及組合
3.起動馬達性能試驗
4.起動系統故障檢修

16

(五)充電系
統

1.充電系統配線
2.發電機拆裝及皮帶調整
3.發電機分解、檢查及組合
4.發電機性能試驗
5.充電系統故障檢修

16

(六)雨刷系
統

1.雨刷系統配線
2.雨刷片更換
3.雨刷桿(含雨刷片)
4.雨刷馬達檢修及更換
5.噴水桶更換
6.噴水馬達檢修及更換

16

(七)聲光系
統

1.內部照明系統配線
2.外部照明系統配線
3.喇叭系統配線

1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
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5.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
解與合作。
6.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視需要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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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學 校 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 網 路 資源與 社區、 社會資源 ，結合產業界 進行產學合
作 。
3.配合實習課程，可辦理校外參訪或實習活動，結合理論與實務，並加強和業界的交流。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
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之道，以改進目前生活。
2.教材之選擇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
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選擇須注意「縱」的銜接，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
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選擇須重視「橫」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
連貫，促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材中之專有名詞與翻譯名稱，應符合教育部之規定，若無規定，則參照國內書刊或習慣用語，且能與其他專業學科
所使用相同。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如需至工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物做為教材。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6.教師可配合實物，可參酌採取下列教學法等綜合運用：講述法、發表法、問答法、練習法、觀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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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資訊科技應用
英文名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2.培養正確的科技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3.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4.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5.理解科技產業與職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6.發展科技研發與創作的興趣，建立從事相關職業之志向。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雲端
系統介紹

1.Chrome系統雲端系統介紹
2.Google進階搜尋技巧實作
3.Google雲端硬碟操作技巧
4.利用Gmail建立高效能管理
5.利用Google+建立社群

6

(二)(二)雲端
系統應用實
務

1.Google文件編製實務
2.Google簡報製作實務
3.利用Google試算表簡化工作流程
4.利用表單建置問卷

6

(三)(三)雲端
系統多媒體
製作實務

1.利用Youtube建立自己的影音頻道
2.地圖應用-編製路徑
3.利用協作平台建立網站
4.規劃自己的Bloger
5.利用Google Earth建立Tour Path

6

(四)(四)圖塊
式程式設計
應用

1.Scratch系統介紹
2.Scratch程式設計應用(選擇性結構、重覆性結構) 6

(五)(五)程式
語言簡介

1.程式語言介紹
2.Python程式系統環境實作
3.Python的基本輸出與輸入
4.Python的選擇結構?述
5.Python的迴圈結構

12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學習評量應涵蓋 科技知識、態度操作能與統合能力 等四大面向，並兼重形成性和總結的評量，且必須兼顧學生之個
別差異。
2.科技知識方面之評量宜涵蓋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等各認知層次，評量之設計應以靈活、富創意情境
化與多樣為目標，並儘量開放式問題訓練學生之思辨能力。
3.科技態度方面宜涵蓋評價、運用興趣與等情意層次，並透過教師日常觀察學生自我評量與同儕互等方式為之。
4.操作技能方面之評量宜涵蓋知覺、準備模仿機械學習複雜反應創作等技能層次，並透過實作測驗、專題製學習歷程
檔案或業方式為之且應考查生日常次，並透過實作測驗、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或業方式為之且應考查生日常 表現與行
為習慣之改進。
5.統合能力方面之評量宜涵蓋設計、 創新解決問題團隊合作、批判思考等能力，並透過實地觀察、面談作評量專題製
學習歷程檔案等方式為之。
6.評量應具有引導學生自我反思與改善習的功效，以培養其後設認知能力。
7.教師對材編選、學策略班級管理等工作，應參考生的評量結果做自我的教學的評鑑與調適。

教學資源

1.資訊科技課程需在資訊科技專教室進行教學，學校可根據授師之授課需要採購適切之軟硬體設備(電腦、應用軟體、
新興科技工具與平台等)，或採自由軟體進行教學。
2.資訊科技專教室內的器材、工具或機等設備擺放與架應有適切的規劃，並設有安全防護與應急措施。需使用工具、機
和備時特別指導學生對機具的使用方法和操作安全，並妥善管理。
3.學校和本領域師均須重視科技日新月異的特性，提供參與有關專業發展活動。
4.宜定期補充與學生習活動有關之資源(如：相關的圖書、期刊雜誌、多媒體視聽教材等)。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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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
項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符合科技領域課程之理念、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並適合學生之認知能力與身心發展。
2.教材編寫應注意教材之連貫性，如有先後順序關係之內涵，則須循序漸進介紹，並應注意教材內容應具時代性及前
瞻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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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設
計、教學資源、學習評量、延伸教材等內容，以利教學之實施。學生學習手冊則供學生進行學習活動時使用。
4.教材之範例、說明與教學活動設計應配合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習經驗，並兼具趣味性與挑戰性。
5.教材所使用之文字、圖片和資料宜重視性別平等及尊重人權的理念，並避免有違國情與善良風俗。
6.教材文字之敘述應力求生動活潑與淺顯易懂，避免使用過多之專業術語。
7.為增進科技學習的廣度教材編選可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的素材。學習表現如分析、思
辨與批判人與科技、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可與環境教育與海洋教育作適當之結合。
(二)教學方法
1.資訊科技之「演算法」與「程式設計」教學宜教導學生運用「演算法」分析問題、設計解題方法，兼以「程式設計」
實踐解題程序以解決問題，兩者環環相扣，不宜分別教學。課程規劃並應列舉與學生日常生活與學習相關之實例，以激
發學生學習演算法與程式設計解決問題之興趣。
2.教學單元目標之設定與學習活動之安排，應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輔導學生循手腦並用的程序，兼顧認知、情意、技
能及能力等四大面向之均衡發展。
3.科技領域之教學需在專科教室實施，過程中可適時輔以校外參訪等教學活動。
4.教師應於每學期上課前確定學校可提供教學所需之軟、硬體設備，並確認其安全性與合法性。
5.對身心障礙或有其他特殊需求之學生，教師應協調學校或社福單位提供教學設備之操作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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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習
英文名稱 Motorcycle Fundamental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5/4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機器腳踏車與其輔助系統之工作原理。
(二)培養使用基本工具與設備之能力。
(三)培養熟練、正確地閱讀修護手冊、零件手冊、電路圖等。
(四)培養保養與調整機器腳踏車之能力。
(五)培養更換機器腳踏車零組件之能力。
(六)培養工場安全及環境保護觀念與素養。
(七)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環境與
環保介紹

1.工場安全與衛生介紹
2.基本工具與設備的使用與保養
3.工場廢棄物之認識與回收

6

(二)車身覆蓋拆
裝

1.車體外蓋拆裝
2.照後鏡拆裝
3.中間置物箱拆裝
4.空氣濾清器
5.修護手冊查閱

12

(三)定期保養
1.機油、齒輪油更換
2.空氣濾清器濾蕊更換
3.汽門間隙調整
4.煞車間隙調整

12

(四)燈光及儀錶
系統拆裝

1.燈光系統拆裝
2.儀錶系統拆裝 12

(五)煞車系統拆
裝

1.煞車總泵及卡鉗拆裝
2.煞車線拆裝
3.煞車來令片拆裝
4.液壓煞車系統排放空氣

12

(六)懸吊系統拆
裝

1.前避震器系統拆裝
2後避震器系統拆裝
3.車輪拆裝

12

(七)電器系統拆
裝

1.電瓶拆裝
2充電系統拆裝
3.點火系統拆裝
4.起動系統拆裝

12

(八)感知器及作
動元件

1.引擎溫度感知器
2.曲軸位置感知器
3.主開關
4.電晶體點火線圈
5.噴油嘴
6.燃油泵
7.節流閥位置感知器
8.進氣溫度感知器
9.壓力感知器

6

(九)傳動系統拆
裝

1.驅動裝置拆裝
2.變速機構拆裝
3.離合器拆裝

18

(十)冷卻系統拆
裝

1.冷卻液更換
2.管路及散熱器拆裝
3.冷卻系統檢漏

6

合計 10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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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 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
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 知識 、技能、情意 行為、習慣、
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
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各實習單元結束之總結性評 量，
包含成品、報告、口試或筆試等之整體表現。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
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
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視需要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 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
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 網 路 資源與 社區、 社會資源 ，結合產業界 進行產學合
作
。
3.各項實習設備學校宜依實際狀況整合或購置相關的設備。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 材的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
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之道，以改進目前生活。
2.教材之選擇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
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選擇須注意「縱」的銜接，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
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選擇須重視「橫」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 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促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
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
力。
6.教材中之專有名詞與翻譯名稱，應符合教育部之規定，若無規定，則參照國內書刊
或習慣用 語，且能與其他專業學科所使用者相同。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如需至工場或其他場所實習， 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每班
最多以二組為限。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教師教學時，應以和 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
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實習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6.以教師講解、指導，學生操作為原則。教師可配合實物，可參酌採取下列教學法等
綜合運用：講述法、發表法、問答法、練習法、分組討論法、問題導向學習法、自學輔導法、觀摩法。
7.實習教學完畢後後，應確實實施 設備保養，使學生了解保養重於修護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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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器腳踏車檢修實習
英文名稱 Motorcycle Serv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引擎系統、電器系統與車體系統之工作原理。
(二)培養使用診斷電腦與維修設備之能力。
(三)培養熟練、正確地閱讀修護手冊、零件手冊、電路圖。
(四)培養引擎系統、電器系統與車體系統檢查、調整與判斷故障之能力。
(五)培養更換引擎系統、電器系統與車體系統零組件之能力。
(六)培養工場安全及環境保護觀念與素養。
(七)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環境
與環保介紹

1.工場安全與衛生介紹
2.基本工具與設備的使用與保養
3.工場廢棄物之認識與回收

6

(二)引擎之檢
修

1.修護手冊查閱
2.噴射引擎診斷電腦之使用
3.進氣控制系統之檢修
4.燃油控制系統之檢修
5.電子控制系統之檢修
6.廢氣控制系統之檢修

18

(三)電器系統
之檢修

1.起動系統之檢修
2.充電系統之檢修
3.燈光系統之檢修
4.儀錶系統之檢修

12

(四)車體之檢
修

1.轉向系統之檢修
2.懸吊系統之檢修
3.傳動系統之檢修
4.煞車系統之檢修

24

(五)積碳之處
理

1.除碳設備之使用
2.噴油嘴清洗機之使用
3.汽缸內視鏡之使用

12

(六)引擎分
解、清洗與組
合

1.引擎分解
2.引擎零件之清洗
3.引擎零組件之量測
4.引擎組合
5.引擎試動

36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 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 學習困難，進行 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視需要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1.學校 宜力求充 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學校 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 網 路 資源與 社區、 社會資源 ，結合產業界 進行產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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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作 。
3.配合實習課程，可辦理校外參訪或實習活動、結合理論與實務，並加強和業界的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之道，以改進目前生活。
2.教材之選擇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選擇須注意「縱」的銜接，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
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選擇須重視「橫」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
或連貫，促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材中之專有名詞與翻譯名稱，應符合教育部之規定，若無規定，則參照國內書刊或習慣用語，且能與其他專業學
科所使用者相同。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如需至工場或其他場所實習， 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 教學進度表。
3.教師教學時，應以和 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
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學完畢後，應根據 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6.教師可配合實物，可參酌採取下列教學法等宗和運用：講述法、發表法、問答法、分組討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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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動機車實習
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motor vehicl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電動機車維修授課方式，讓學生循序漸進學習。 
2.電動機車維修照片均依據實車實地拍攝，引導學生正確學習。 
3.原理解說實際操作示範，淺顯易懂。 
4.電動機車認證標準和合格產品照片及電動機車補助政策。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認識電動
機車 3

(二)電動機車
維修概論 3

(三)電動機車
電池解析 6

(四)電動機車
充電器分析 6

(五)電動機車
馬達 6

(六)電動機車
馬達控制器 6

(七)電動機車
馬達維修實例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
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229



教學注意事項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
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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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汽車綜合實習
英文名稱 Automotive Diagnosis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學生能瞭解引擎電路識別。
二、學生能瞭解車輛專用診斷儀器之操作方法。
三、學生能運用基本車輛診斷儀器進行數據診斷。
四、學生能學習如何使用車輛診斷儀器進行故障診斷。
五、養成敬業樂群、負責、勤奮、有秩序、有計劃及安全的工作態度。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第一章　汽車引
擎

1.內燃機之循環
2.循環之種類
3.引擎學理名詞之釋義
4.迴轉活塞式引擎

3

(二)(一)第1章汽油引擎
綜合實習

1.各廠牌專用測試器及修護手冊的使用知能。
2.燃料噴射系統各部機件的功能與構造。
3.引擎拆裝、檢測。
4.引擎分解、清洗、檢修、換件、組合。
5.引擎發動、調整。
6.引擎故障診斷與排除。
7.燃料噴射系統故障診斷與排除。
8.點火系統故障診斷與排除。
9.引擎定期保養項目。
10.引擎馬力測試。
11.引擎性能綜合測試。

4

(三)(二)第2章底盤綜合
實習

1.煞車試驗器的使用。
2.煞車力的計算。
3.車輪校正的預備工作。
4.車輪校正儀器的使用。
5.底盤定期保養項目。
6.更換離合器片、釋放軸承、離合器拉線。
7.檢查煞車性能。
8.車輪定位。
9.動力轉向性能測試。
10.自動變速箱檢查測試。
11.SRS氣囊檢查。

4

(四)(二)第二章　冷卻與
潤滑系統

1.冷卻系統
2.潤滑系統 3

(五)(三)第三章　燃料系
統

1.汽油的性質
2.燃料和空氣的混合比
3.汽油引擎的燃燒
4.燃料系統的功用

3

(六)(三)第3章電系綜合
實習

1.電壓電流錶(Volt ampere tester)。
2.電瓶測試器(Battery tester)。
3.起動系統故障診斷與排除。
4.充電系統故障診斷與排除。
5.聲光系統故障診斷與排除。
6.其他附屬裝置故障診斷與排除。
7.電子零件檢測。

4

(七)(四)第4章柴油引擎
綜合實習

1.噴油嘴試驗器的使用。
2.柴油引擎正時燈及轉速錶的使用。
3.供油系統故障診斷與排除。
4.噴油嘴檢查、調整與測試。
5.噴射泵檢查與調整。
6.預熱系統故障診斷與排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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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柴油引擎發動、故障診斷與排除。

(八)(四)第四章　點火系
統

1.引言
2.點火系統的基本概念
3.電容器的重要性
4.多電阻的重要性
5.普通點火系統設計上的缺點
6.電晶體點火系統
7.結論

3

(九)(五)第五章　汽車各
種測試儀器操作說明與診
斷

1.引擎示波器操作說明
2.電壓錶
3.歐姆錶
4.發火線圈檢驗器
5.電容器檢驗
6.白金閉角錶使用說明與診斷
7.轉速與汽缸動力平衡測試
8.點火提前與燃燒效率測試說明與診斷
9.分電盤測試器使用說明與診斷
10.HC-CO-NOx排氣分析操作與診斷
11.引擎漏氣測試與診斷
12.冷卻系統測試與診斷
13.引擎壓力與真空測試
14.引擎一般故障診斷與校正

4

(十)(五)第5章其他相關
實習

1.冷媒充填機的使用。
2.汽車排氣測試器的使用與排放標準。
3.排氣淨化各裝置的功用及作用。
4.汽車空調實習。
5.排氣淨化裝置的檢修。

2

(十一)(六)第六章　各種
汽車修護資料與規格

1.裕隆速利修護資料與規格
2.三陽喜美修護資料與規格
3.福特車修護資料與規格
4.其他車種修護資料與規格

2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
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
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
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
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
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
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
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
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
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
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
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
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
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
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
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
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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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
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
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233



表附表附2-3-1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 Project Works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使學生能認識專題製作的概念及技能。
2.運用已學會的電機、電子及控制知識與技能。
3.熟悉整理資料、製作電路和表達的方法。
4.培養學生創作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5.引導學習認識研究報告撰寫格式。
6.培養學生簡報之能力。
7.啟迪學生創造發明的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
及專題製作應用介
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專題製作應用介紹

3

(二)專題通論
1.專題製作的意義
2.專題製作的目的
3.專題製作流程

3

(三)主題選定與計
畫書的擬定

1.成員選擇與主題選定原則
2.資料蒐集
3.專題計畫書架構
4.撰寫專題計畫書

4

(四)專題製作歷程
1.研究方法
2.進度掌握
3.專題實施注意事項
4.專題歷程檔案

4

(五)專題製作報告
格式

1.格式說明
2.撰寫專題報告 8

(六)專題成果呈現
1.書面方式呈現
2.網頁方式呈現
3.簡報／口頭方式報告

8

(七)專題評量與發
表

1.專題評量
2.專題延伸 8

(八)專題製作－實
作篇

1.超音波感測防止碰撞
2.PIR人體紅外線感測開關
3.溫溼度感測應用之小農場實作
4.RFID門禁管理
5.煙霧、火焰感測之災害預防

34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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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
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
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235



表附表附2-3-1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電子實習
英文名稱 Practice-based electronic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5/4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了解基本工具的種類與功能
2.熟悉儀器、儀表的使用
3.了解主、被動元件的種類與特性
4.熟悉特殊電阻器的使用方式
5.了解發光二極體與七段顯示器
6.了解積體電路的原理與使用方式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基本工具
的認識與使用

1.焊接規則和練習
2.三用電表的使用
3.電源供應器的使用
4.信號產生器的使用

9

(二)(二)元件的認
識與使用

1.主動元件的認識與使用
2.被動元件的認識與使用
3.機電元件的認識與使用

9

(三)(三)電源電路
1.直流電源電路的結構
2.變壓器原理
3.整流電路原理與測量

16

(四)(四)電晶體的
結構與符號

1.電晶體的基本特性
2.電晶體放大電路 20

(五)(五)特殊電阻
器的認識

1.認識光敏電阻的特性
2.能正確使用熱敏電阻器 18

(六)(六)發光二極
體與七段顯示器

1.認識發光二極體的特性
2.認識七段顯示器的分類 18

(七)(七)積體電路
的認識與使用

1.認識積體電路的種類與包裝
2.認識常用類比IC
3.認識常用數位IC

18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
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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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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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腦硬體實習
英文名稱 Computer hardware internship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

學分數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訓練電腦硬體裝修維護的能力。
2.培養學習電腦硬體裝修的興趣與應用所學解決相關問題。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電腦拆裝

1.認識電腦基本架構
2.了解電腦拆裝技巧 27

(二)(二)
軟體安裝

1.了解電腦系統規劃
2.熟悉電腦系統安裝流程 27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
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
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
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
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
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
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
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
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
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
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
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
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
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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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
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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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資訊科技應用
英文名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2.培養正確的科技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3.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4.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5.理解科技產業與職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6.發展科技研發與創作的興趣，建立從事相關職業之志向。

教學內容
主要
單
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
雲端
系統
介紹

1.Chrome系統雲端系統介紹
2.Google進階搜尋技巧實作
3.Google雲端硬碟操作技巧
4.利用Gmail建立高效能管理
5.利用Google+建立社群

6

(二)
雲端
系統
應用
實務

1.Google文件編製實務
2.Google簡報製作實務
3.利用Google試算表簡化工作流程
4.利用表單建置問卷

6

(三)
雲端
系統
多媒
體製
作實
務

1.利用Youtube建立自己的影音頻道
2.地圖應用-編製路徑
3.利用協作平台建立網站
4.規劃自己的Bloger
5.利用Google Earth建立Tour Path

6

(四)
圖塊
式程
式設
計應
用

1.Scratch系統介紹
2.Scratch程式設計應用(選擇性結構、重覆性結構) 6

(五)
程式
語言
簡介

1.程式語言介紹
2.Python程式系統環境實作
3.Python的基本輸出與輸入
4.Python的選擇結構?述
5.Python的迴圈結構

12

合計 36節

學習
評量
(評量
方式)

1.學習評量應涵蓋 科技知識、態度操作能與統合能力 等四大面向，並兼重形成性和總結的評量，且必須兼顧學生之個別差
異。 2.科技知識方面之評量宜涵蓋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等各認知層次，評量之設計應以靈活、富創意情境化
與多樣為目標，並儘量開放式問題訓練學生之思辨能力。 3.科技態度方面宜涵蓋評價、運用興趣與等情意層次，並透過教師日
常觀察學生自我評量與同儕互等方式為之。 4.操作技能方面之評量宜涵蓋知覺、準備模仿機械學習複雜反應創作等技能層次，
並透過實作測驗、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或業方式為之且應考查生日常次，並透過實作測驗、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或業方式為之
且應考查生日常 表現與行為習慣之改進。 5.統合能力方面之評量宜涵蓋設計、 創新解決問題團隊合作、批判思考等能力，並
透過實地觀察、面談作評量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等方式為之。 6.評量應具有引導學生自我反思與改善習的功效，以培養其後設
認知能力。 7.教師對材編選、學策略班級管理等工作，應參考生的評量結果做自我的教學的評鑑與調適。

教學
資源

1.資訊科技課程需在資訊科技專教室進行教學，學校可根據授師之授課需要採購適切之軟硬體設備(電腦、應用軟體、新興科技
工具與平台等)，或採自由軟體進行教學。 2.資訊科技專教室內的器材、工具或機等設備擺放與架應有適切的規劃，並設有安
全防護與應急措施。需使用工具、機和備時特別指導學生對機具的使用方法和操作安全，並妥善管理。 3.學校和本領域師均須
重視科技日新月異的特性，提供參與有關專業發展活動。 4.宜定期補充與學生習活動有關之資源(如：相關的圖書、期刊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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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多媒體視聽教材等)。

教學
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符合科技領域課程之理念、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並適合學生之認知能力與身心發展。 2.教材編
寫應注意教材之連貫性，如有先後順序關係之內涵，則須循序漸進介紹，並應注意教材內容應具時代性及前瞻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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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資源、學習
評量、延伸教材等內容，以利教學之實施。學生學習手冊則供學生進行學習活動時使用。 4.教材之範例、說明與教學活動設計
應配合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習經驗，並兼具趣味性與挑戰性。 5.教材所使用之文字、圖片和資料宜重視性別平等及尊重人權的
理念，並避免有違國情與善良風俗。 6.教材文字之敘述應力求生動活潑與淺顯易懂，避免使用過多之專業術語。 7.為增進科
技學習的廣度教材編選可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的素材。學習表現如分析、思辨與批判人與科
技、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可與環境教育與海洋教育作適當之結合。 (二)教學方法 1.資訊科技之「演算法」與「程式設計」
教學宜教導學生運用「演算法」分析問題、設計解題方法，兼以「程式設計」實踐解題程序以解決問題，兩者環環相扣，不宜
分別教學。課程規劃並應列舉與學生日常生活與學習相關之實例，以激發學生學習演算法與程式設計解決問題之興趣。 2.教學
單元目標之設定與學習活動之安排，應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輔導學生循手腦並用的程序，兼顧認知、情意、技能及能力等四
大面向之均衡發展。 3.科技領域之教學需在專科教室實施，過程中可適時輔以校外參訪等教學活動。 4.教師應於每學期上課
前確定學校可提供教學所需之軟、硬體設備，並確認其安全性與合法性。 5.對身心障礙或有其他特殊需求之學生，教師應協調
學校或社福單位提供教學設備之操作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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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程式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 Program Design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C/C++程式語言的架構。
2.了解以演算法為基礎的程式設計方法。
3.了解以專案開發為目標的程式設計概念。
4.具備程式設計之技術與能力。
5.建立對程式設計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6.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
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
及程式應用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程式應用介紹

3

(二)C/C++程式
架構

1.應用實例說明
2.C/C++語言架構
3.C/C++專案架構介紹
4.開發環境介面
5.專案除錯實習

5

(三)變數與常數
1.資料型態實習
2.資料型態轉換實習
3.資料型態應用實例

5

(四)資料型態
1.資料型態實習
2.資料型態轉換實習
3.資料型態應用實例

5

(五)運算及運算子
1.運算式實習
2.運算子實習
3.運算式與運算子應用實例

6

(六)流程指令及迴
圈

1.流程指令實習
2.迴圈指令實習
3.流程指令與迴圈應用實例

6

(七)陣列及指標
1.陣列實習
2.指標實習
3.陣列與指標應用實例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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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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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 Programmable Logic Design Prac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

學分數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可程式邏輯裝置(PLD)實習器與儀表的基本使用，並熟悉其應用軟體的操作。
(二)認識基本邏輯閘及了解布林代數轉換成電路的方法。
(三)具備基本組合邏輯與循序邏輯電路設計及實作的能力。
(四)能依數位邏輯電路圖完成電路設計，並能量測信號及故障檢修。
(五)建立對可程式邏輯設計的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六)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邏輯
設計應用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可程式邏輯裝置(PLD)晶片設計應用介紹

3

(二)可程式邏輯裝置
(PLD)實習儀器使用及軟
體操作

1.PLD實習儀器使用及測試 
2.PLD軟體操作使用 7

(三)基本邏輯閘 1.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積體電路(CMOS IC)特性參數介紹及邏輯準位量測 
2.基本邏輯閘功能實習 7

(四)組合邏輯
1.第摩根定理實習 
2.邏輯閘互換實習 
3.布林代數應用實習 

7

(五)加法器及減法器

1.半加器實習 
2.全加器實習 
3.半減器實習 
4.全減器實習 
5.並列加/減法器實習 
6.二進碼十進數(BCD)加法器實習 

7

(六)組合邏輯電路應用
1.編碼器及解碼器實習 
2.多工器及解多工器實習 
3.比較器實習 
4.應用實例 

7

(七)正反器
1.RS閂鎖器及防彈跳實習 
2.RS正反器實習 
3.JK正反器實習 
4.D型正反器實習 
5.正反器互換實習

8

(八)循序邏輯電路應用
1.時鐘脈波產生器實習 
2計數器實習 
3移位暫存器實習 
4.紅綠燈電路實習 
5.應用實例 

8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
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
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
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
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
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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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
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
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
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
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
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
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
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
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
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
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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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英文名稱 Microcontroller/Microprocessor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單晶片微處理機之相關基本原理。
2.能了解工作原理及設計各種介面硬體電路。
3.能了解軟體技術與發展環境及控制週邊元件。
4.具備使用實驗開發工具進行快速設計軟硬體開發之能力。 
5.具備高階程式之除錯能力。
6.建立對單晶片微處理機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7.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單
晶片微處理機應用展示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單晶片微處理機應用展示

3

(二)單晶片微處理機實
習儀器認識及操作演練

1.單晶片微處理機之認識 
2.基本內、外部結構 
3.實習儀器操作及展示 

6

(三)單晶片微處理機開
發流程實習

1.高階程式開發流程 
2.程式編輯、編譯及連結 
3.模擬及除錯實習 
4.燒錄實習 

6

(四)程式撰寫 1.高階程式指令應用 
2.程式編寫演練 7

(五)基礎應用控制
1.發光二極體控制實習 
2.七段顯示器控制實習 
3.計時器控制實習 
4.計數器控制實習 
5.外部中斷控制實習

7

(六)進階應用控制

1.點矩陣發光二極體(LED)控制實習 
2.鍵盤控制實習 
3.液晶顯示器控制實習 
4.步進馬達控制實習 
5.聲音控制實習 
6.密碼鎖實習 

7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
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
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
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
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
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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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
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
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
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
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
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
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
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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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2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行動裝置實習
英文名稱 Mobile Device Application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

學分數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了解行動裝置程式設計之基礎物件導向觀念。
2.了解行動裝置程式設計過去到現在之情況，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
3.熟悉行動裝置程式之開發環境。
4.能自行開發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5.建立對行動裝置應用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6.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
行動裝置應用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行動裝置應用介紹

3

(二)行動裝置環境建
置

1.行動裝置軟硬體規格介紹 
2.開發環境及工具介紹 
3.安裝開發環境及工具 
4.開發平台應用介紹及實習

6

(三)行動裝置程式設
計入門

1.行動裝置程式介紹
2.程式設計流程
3.元件屬性設定
4.輸入欄位元件實習

7

(四)使用者介面設計

1.元件佈局實習
2.畫面建立及佈局實習
3.顯示版面屬性設定實習
4.屬性設定外觀實習
5.程式設定元件之外觀屬性實習
6.自訂佈局樣版實習
7.開發程式安裝及測試實習

7

(五)基本介面元件
1.事件處理機制實習
2.按鍵事件處理實習
3.監聽長按事件實習
4.不同來源物件之相同事件實習
5.觸控事件及手機震動應用實習

7

(六)進階介面元件
1.選項按鈕實習
2.核取方塊實習
3.圖形顯示實習

8

(七)使用者互動設計
1.下拉式選單元件實習
2.列舉清單方塊實習
3.下拉式選單變更顯示項目實習

8

(八)訊息與交談窗
1.顯示訊息實習
2.交談窗實習
3.日期及時間交談窗實習

8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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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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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2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微電腦實習
英文名稱 Microcomputer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微電腦系統內部架構。
2.熟悉微電腦核心處理器之系統呼叫函數及架構。 
3.能了解工作原理及正確寫出對控制週邊元件的應用程式。
4.能正確操作發展設計平台與實習儀器，快速進行軟體及硬體除錯。
5.建立對微電腦應用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6.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
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
及微電腦應用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微電腦應用介紹

4

(二)微電腦應用實
習平台介紹及操作

1.微電腦之演進
2.核心處理器介紹
3.微電腦實驗平台架構
4.微電腦應用實習平台展示及操作

8

(三)作業系統安裝
1.作業系統安裝實習
2.設備驅動程式安裝實習
3.系統呼叫函數演練

8

(四)應用軟體開發
平台安裝

1.應用軟體開發平台安裝實習
2.應用軟體除錯實習
3.應用軟體下載實習

8

(五)應用軟體開發
1.變數宣告實習
2.資料型態實習
3.流程控制實習
4.應用程式設計實習

8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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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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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2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介面電路控制實習
英文名稱 Interface Circuits Control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介面電路控制相關原理。 
2.了解介面系統軟硬體相關技術。 
3.具備設計及應用軟硬體控制介面技術的能力。 
4.建立對介面電路控制實習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5.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
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通用序列匯
流排(USB) 介面

1.發光二極體(LED)控制實習
2.七段顯示器掃描控制實習
3.鍵盤掃描控制實習
4.點矩陣顯示器掃描控制實習
5.液晶顯示幕(LCD)模組控制實習

6

(二)數位類比轉
換介面

1.數位類比轉換(DAC)模組原理介紹
2.馬達運動控制實習
3.數位電壓顯示實習

6

(三)環境感測介
面

1.感測器原理介紹
2.溫度感測器應用實習 6

(四)感知介面 1.聲音感知控制實習
2.穿戴式控制實習 6

(五)辨識介面
1.一維條碼或快速響應矩陣碼(QR code)或指
紋辨識運用實習
2.射頻識別(RFID)或近場通訊(NFC)運用實習

6

(六)無線傳輸介
面

1.紅外線傳輸實習
2.藍芽(Bluetooth)實習
3.Wifi實習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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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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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2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物聯網應用
英文名稱 Internet of Things Application and Creative Design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學生了解何謂物聯網，對物聯網的現況與未來趨勢有初步的認識。
2.學生能了解物聯網架構及主流核心技術。
3.學生能了解物聯網在生活中的應用情況。
4.學生能了解物聯網未來的發展與挑戰。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物聯網簡介
1.物聯網的定義
2.物聯網的目的和重要性
3.物體智慧化帶動物聯網的發展
4.物聯網的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

8

(二)物聯網的架構
1.感知層簡介
2.網路層簡介
3.雲端計算層簡介
4.資料分析層簡介
5.應用層簡介

8

(三)智慧生活應用
1.物聯網在智慧節能之應用
2.物聯網在智慧交通之應用
3.物聯網在智慧社區之應用
4.物聯網在智慧校園之應用
5.物聯網在互動人文藝術之應用

8

(四)穿戴自由，無線
感知—穿戴式科技

1.認識穿戴式裝置的發展
2.認識穿戴式裝置的技術與定義
3.穿戴式裝置的分類
4.新穎的穿戴式科技產品
5.穿戴式裝置的未來挑戰

12

(五)智慧機器人與
自動駕駛

1.產業用智慧機器人
2.教育/娛樂型機器人
3.醫療照護機器人
4.服務型機器人
5.擬人機器人
6.仿生機器人
7.自動駕駛

12

(六)大數據與服務
感知

1.無所不在的數據
2.大數據之無限可能
3.大數據於市場行銷之應用
4.大數據於智慧交通之應用
5.大數據於預防性維修之預測應用
6.大數據於健康照護之應用

12

(七)物聯網未來發
展趨勢及挑戰

1.物聯網未來發展
2.物聯網未來挑戰 1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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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
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
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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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2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智慧機器人實習
英文名稱 Intelligent Robot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透過零件介紹，初步認識以各項零件，並學習如何使用程式。
2.學習使用LEGO製作硬體。
3.學習各種感應器的原理與使用方式。
4.學習運用VPL驅動LEGO機器人達成各種任務。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EV3機
器人零件介紹 6

(二)(二) EV3程
式使用 12

(三)(三) EV3機
器人動作 36

(四)(四) EV3感
測器 54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
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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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
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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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2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人工智慧技術實習
英文名稱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ternship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傳授人工智慧觀念， 實現以電腦代替人類思考與決策之願望
2.學習以電腦模擬來解決人類之問題
3.建構智慧型生活環境
4.導向自動化之系統應用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人工智
慧簡介

1.發展歷史
2.現況
3.應用理論與基礎知識

6

(二)(二)問題與
求解

1.問題描述與定義
2.求解程序
3.暴力式解法
4.推銷員旅行法(TSP)

10

(三)(三)推理機
制與專家系統

1.知識與知識表示方法
2.專家系統簡介
3.前推式專家系統
4.後推式專家系
5.衝突解決方案

10

(四)(四)智慧型
代理人應用

1.智慧型代理人軟體實作
2.智慧型決策支援系統之應用 10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
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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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
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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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2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位多媒體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Internship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使學生能認識Unity遊戲開發軟體。 
2.能瞭解Unity軟體開發程式的原理。 
3.對Unity系統能熟練並運用自如。 
4.培養學生能自行開發遊戲與APP軟體。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Unity基本操
作

1.遊戲引擎簡介
2. SceneView場景視圖
3.區塊說明

6

(二)(二)場景
地形預備工作

1.場景地形預備工作
2.地形建置
3.燈光選擇
4.地形紋理與資源包

10

(三)(三) 3D
遊戲角色

1.第一人稱控制器
2.第三人稱控制器
3.角色模型設定

8

(四)(四) 動畫
控制器

1. Animation動畫控制器
2. Cloth布料元件 12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
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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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
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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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2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英文名稱 Wisdom Home Monitoring Internship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物聯網與智慧居家生活趨勢
2.學習Arduino控制系統開發環境與手持式裝置藍牙無線傳輸控制
3.認識節能LED燈與智慧燈光控制
4.學習製作智慧開關與插座暨智慧電器與語音模組的控制裝置
5.認識並控制溫濕度暨空氣品質感測器環境
6.學習鍵盤密碼鎖與RFID門禁控制系統
7.認識並製作紅外線人員/門窗磁簧開關感測器
8.認識並製作瓦斯、煙霧、一氧化碳、火焰、水位等感測器
9.將生活環境監控數據透過Wi-Fi技術傳送到雲端伺服器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智慧居家監控
開發系統的認識

1.物聯網與居家生活
2.智慧居家系統的認識
3.智慧居家的生活趨勢

3

(二)控制系統開發
環境的認識

1.讀取紅外線遙控器各按鍵的編碼值
2.藍牙模組設定一
3.藍牙模組設定二

4

(三)智慧居家燈光
控制

1.節能LED燈基本、多段、調光控制
2.彩色LED燈基本調光控制
3.節能彩色串列式LED燈基本控制
4.紅外線遙控LED燈基本、多段、亮度控制
5.紅外線遙控彩色LED燈調光控制
6.手機藍牙遙控LED燈基本、多段、亮度控制
7.手機藍牙遙控彩色LED燈調光控制

4

(四)居家節能與電
器控制

1.測量線路電壓、電流
2.簡易電表製作
3.紅外線及手機藍牙遙控插座控制
4.智慧直流風扇與電暖器控制
5.錄音模組與MP3撥放器控制

5

(五)環境控制
1.溫濕度感測器基本控制
2.智慧溫控變頻節能風扇與恆溫節能電暖爐
3.空氣品質感測器基本控制
4.智慧空氣品質監控清淨機

5

(六)門禁防盜安全
監控系統

1.4*4矩陣式鍵盤控制
2.鍵盤式密碼鎖控制
3.讀取IC卡內UID密碼
4.RFID電子晶片密碼鎖控制

5

(七)防災安全監控
1.氣體感測器控制
2.火焰感測器控制
3.水位感測模組控制

5

(八)智慧居家遠端
遙控

1.Wi-Fi設定
2.使用Wi-Fi傳送環境監測數據至雲端伺服器
3.ZigBee模組點對點通訊控制

5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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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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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2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感測器實習
英文名稱 Sensor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使學生了解工業與自動化控制的觀念。
2.讓學生熟悉感測器的種類、原理與應用。
3.使學生認識光感測器元件與電路工作原理。
4.使學生了解磁感測器的技術與工作原理。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感測器
的概念及原理

1.感測器的概念、類別和應用
2.感測器的雜訊處理對策 6

(二)(二)光感測
器

1.光感測器類別之認識
2.光電晶體的基本電路 7

(三)(三)磁感測
器

1.磁感測器的概念和應用
2.霍爾積體電路的基本電路 7

(四)(四)溫度感
測器

1.溫度感測器的概念和應用
2.積體電路(IC)化溫度感測器的基本電路
3.熱敏電阻電訊號變化

8

(五)(五)超音波
感測器

1.超音波感測器的概念和應用
2.超音波振盪電路 8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
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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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
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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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2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腦網路實習
英文名稱 Computer network internship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電腦通訊之基本原理。
2.熟悉電腦網路之規格與使用。
3.培養電腦網路的基本知識。
4.建立對電腦網路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5.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
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
及微電腦應用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3

(二)電腦網路概論 1.認識訊號傳輸
2.認識訊號種類 3

(三)訊號調變與編
碼

1.調變、訊號傳輸媒介
2.訊號編碼(Encoding)與解碼(Decoding)
3.類比傳輸和數位傳輸
4.無線傳輸

3

(四)電腦通信界面
與數據機

1.通訊介面簡介
2. RS-232通訊界面
3.數據機使用方式

6

(五)區域網路
1.使用區域網路的好處
2.區域網路的特點
3.區域網路拓樸方式
4.區域網路開放架構

6

(六)區域網路之元
件及連線

1.區域網路之元件
2.區域網路之連線實作
3.高速區域網路實作
4.無線網路實作

6

(七)區域網路作業
系統

1.網路作業系統的概念
2.網路作業系統相關產品 9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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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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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3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 Project Study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瞭解專題製作之格式、步驟及程序。
二、培養提倡理論與實作並重的理念、達到創新之能力。
三、訓練構想設計、系統整合、實驗驗證及成果報告撰寫過程中學習到專題相關領域的一些理論與技術。
四、養成敬業樂群、負責、勤奮、有秩序、有計劃及安全的工作態度與邏輯創新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
及專題製作應用介
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專題製作應用介紹

3

(二)專題通論
1.專題製作的意義
2.專題製作的目的
3.專題製作流程

3

(三)主題選定與計
畫書的擬定

1.成員選擇與主題選定原則
2.資料蒐集
3.專題計畫書架構
4.撰寫專題計畫書

4

(四)專題製作歷程
1.研究方法
2.進度掌握
3.專題實施注意事項
4.專題歷程檔案

4

(五)專題製作報告
格式

1.格式說明
2.撰寫專題報告 8

(六)專題成果呈現
1.書面方式呈現
2.網頁方式呈現
3.簡報／口頭方式報告

8

(七)專題評量與發
表

1.專題評量
2.專題延伸 8

(八)專題製作－實
作篇

1.超音波感測防止碰撞
2.PIR人體紅外線感測開關
3.溫溼度感測應用之小農場實作
4.RFID門禁管理
5.煙霧、火焰感測之災害預防

34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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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
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
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269



表附表附2-3-3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電工實習
英文名稱 Basic Electrician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

學分數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具備從事室內配線之基本技能。
2.具備從事低壓工業配線之基本技能。
3.養成良好職業道德及正確工業安全衛生習慣。
4.養成對電工實習學習之興趣。
5.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及
衛生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3

(二)導線連接與
處理

1.導線之選用及線徑測量
2.單心線之連接實習
3.絞線之連接實習
4.導線接頭之壓接實習
5.導線之絕緣處理實習
6.配電器具之裝置實習

6

(三)屋內配線

1.分電盤與瓦時計之裝配
2.開關、插座及器具之裝配
3.PVC 管及EMT 管配線之認識
4.單相二線式及單向三線式配線實習
5.低壓電纜配線實習
6.接地系統之接地電阻測量實習
7.屋內線路之絕緣電阻測量實習

18

(四)低壓工業配
線元件

1.開關元件
2.電驛元件
3.指示燈
4.接線端子台
5.計時器

3

(五)低壓工業配
線電路配線要領

1.器具裝配固定
2.線路圖配線實習 3

(六)低壓電機控
制配線及裝置

1.電動機之起動、停止及過載控制實習
2.電動機之正逆轉控制實習
3.電動機之順序控制實習
4.電動機之循環控制實習
5.三相感應電動機之Y－△降壓起動控制實習
6.水位控制裝置實習
7.近接控制裝置實習
8.光電控制裝置實習

21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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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
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271



表附表附2-3-3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資訊科技應用
英文名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2.培養正確的科技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3.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4.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5.理解科技產業與職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6.發展科技研發與創作的興趣，建立從事相關職業之志向。

教學內容
主要
單
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
雲端
系統
介紹

1.Chrome系統雲端系統介紹
2.Google進階搜尋技巧實作
3.Google雲端硬碟操作技巧
4.利用Gmail建立高效能管理
5.利用Google+建立社群

6

(二)
雲端
系統
應用
實務

1.Google文件編製實務
2.Google簡報製作實務
3.利用Google試算表簡化工作流程
4.利用表單建置問卷

6

(三)
雲端
系統
多媒
體製
作實
務

1.利用Youtube建立自己的影音頻道
2.地圖應用-編製路徑
3.利用協作平台建立網站
4.規劃自己的Bloger
5.利用Google Earth建立Tour Path

6

(四)
圖塊
式程
式設
計應
用

1.Scratch系統介紹
2.Scratch程式設計應用(選擇性結構、重覆性結構) 6

(五)
程式
語言
簡介

1.程式語言介紹
2.Python程式系統環境實作
3.Python的基本輸出與輸入
4.Python的選擇結構?述
5.Python的迴圈結構

12

合計 36節

學習
評量
(評量
方式)

1.學習評量應涵蓋 科技知識、態度操作能與統合能力 等四大面向，並兼重形成性和總結的評量，且必須兼顧學生之個別差
異。 2.科技知識方面之評量宜涵蓋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等各認知層次，評量之設計應以靈活、富創意情境化
與多樣為目標，並儘量開放式問題訓練學生之思辨能力。 3.科技態度方面宜涵蓋評價、運用興趣與等情意層次，並透過教師日
常觀察學生自我評量與同儕互等方式為之。 4.操作技能方面之評量宜涵蓋知覺、準備模仿機械學習複雜反應創作等技能層次，
並透過實作測驗、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或業方式為之且應考查生日常次，並透過實作測驗、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或業方式為之
且應考查生日常 表現與行為習慣之改進。 5.統合能力方面之評量宜涵蓋設計、 創新解決問題團隊合作、批判思考等能力，並
透過實地觀察、面談作評量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等方式為之。 6.評量應具有引導學生自我反思與改善習的功效，以培養其後設
認知能力。 7.教師對材編選、學策略班級管理等工作，應參考生的評量結果做自我的教學的評鑑與調適。

教學
資源

1.資訊科技課程需在資訊科技專教室進行教學，學校可根據授師之授課需要採購適切之軟硬體設備(電腦、應用軟體、新興科技
工具與平台等)，或採自由軟體進行教學。 2.資訊科技專教室內的器材、工具或機等設備擺放與架應有適切的規劃，並設有安
全防護與應急措施。需使用工具、機和備時特別指導學生對機具的使用方法和操作安全，並妥善管理。 3.學校和本領域師均須
重視科技日新月異的特性，提供參與有關專業發展活動。 4.宜定期補充與學生習活動有關之資源(如：相關的圖書、期刊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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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多媒體視聽教材等)。

教學
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符合科技領域課程之理念、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並適合學生之認知能力與身心發展。 2.教材編
寫應注意教材之連貫性，如有先後順序關係之內涵，則須循序漸進介紹，並應注意教材內容應具時代性及前瞻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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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資源、學習
評量、延伸教材等內容，以利教學之實施。學生學習手冊則供學生進行學習活動時使用。 4.教材之範例、說明與教學活動設計
應配合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習經驗，並兼具趣味性與挑戰性。 5.教材所使用之文字、圖片和資料宜重視性別平等及尊重人權的
理念，並避免有違國情與善良風俗。 6.教材文字之敘述應力求生動活潑與淺顯易懂，避免使用過多之專業術語。 7.為增進科
技學習的廣度教材編選可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的素材。學習表現如分析、思辨與批判人與科
技、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可與環境教育與海洋教育作適當之結合。 (二)教學方法 1.資訊科技之「演算法」與「程式設計」
教學宜教導學生運用「演算法」分析問題、設計解題方法，兼以「程式設計」實踐解題程序以解決問題，兩者環環相扣，不宜
分別教學。課程規劃並應列舉與學生日常生活與學習相關之實例，以激發學生學習演算法與程式設計解決問題之興趣。 2.教學
單元目標之設定與學習活動之安排，應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輔導學生循手腦並用的程序，兼顧認知、情意、技能及能力等四
大面向之均衡發展。 3.科技領域之教學需在專科教室實施，過程中可適時輔以校外參訪等教學活動。 4.教師應於每學期上課
前確定學校可提供教學所需之軟、硬體設備，並確認其安全性與合法性。 5.對身心障礙或有其他特殊需求之學生，教師應協調
學校或社福單位提供教學設備之操作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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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3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室內配線實習
英文名稱 Interior Wiring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5/4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使學生能正確辨識低壓室內用電器材。
2.使學生能正確操作低壓室內配電盤。
3.使學生具有電路故障問題的檢修與排除、應用電工安全認知與執行電路能力。
4.培養並遵守用電安全等相關法規之工作習慣、職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5.養成學生對室內配線實習學習之興趣。
6.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
及室內配線應用介
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室內配線應用介紹

3

(二)屋內配線裝置
器具、符號介紹

1.無熔絲開關
2.保險絲
3.電磁開關
4.開關按鈕與切換開關
5.計時器
6.電力電驛與保持電驛
7.液面控制器
8.光電開關
9.微動開關
10.近接開關
11.蜂鳴器
12.指示燈
13.三路開關
14.明插座
15.廚房專用插座

12

(三)屋內配線裝置
工具介紹

1.壓接鉗（接壓端子施工用）
2.電工鉗（切斷電線或金屬線、導線連接綁紮）
3.切管器（剪切PVC管）
4.起子（用於拆鎖螺絲及拆卸連用型開關電線）
5.尖嘴鉗（用於接夾取）
6.斜口鉗（用於剪斷較細電線）
7.剝線鉗（用於導線剝皮）
8.電纜剪（用於電纜線切斷）
9.鋼鋸（用於切斷EMT管）
10.噴燈（PVC管製作彎曲）
11.管虎鉗（固定EMT管切斷夾取）
12.絞刀（修整EMT管管口）
13.拉線器（導管穿電線用）
14.EMT（E19）製作用彎管器與輔助管
15.銼刀（修整EMT管管口毛邊）
16.S腰帶、工具袋組
17.安全帽（耐壓20KV）
18.三用電表及9V電池（馬達極性判別使用）

9

(四)室內配線配管
解析

1.PVC管製作
2.EMT管製作
3.電纜線製作配線

30

(五)室內配線電路

1.屋內線路與手動、自動液位控制電路之裝置
2.屋內線路與單相感應電動機正逆轉控制電路之裝置
3.屋內線路與電動機故障警報控制電路之裝置
4.屋內線路與二部電動機自動交替運轉控制電路之裝置
5.屋內線路與簡易昇降機控制電路之裝置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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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6.屋內線路與近接開關控制電動機交替運轉與停止電路之裝置
7.常用電源與備用電源自動切換控制電路之裝置
8.屋內線路與單相感應電動機機械停車場控制電路之裝置
9.屋內線路與單相感應電動機瞬間停電再起動控制電路之裝置
10.屋內線路與單相感應電動機手動正逆轉兩處控制電路之裝置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
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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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3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電整合實習
英文名稱 Mechatronics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氣壓元件，應用氣壓元件組成機構。
2.可程式控制器(PLC)編輯軟體，應用 PLC 編輯軟體撰寫控制程序。
3.應用可程式控制器設計機電整合機構達成所需動作。
4.了解感測元件原理，可檢測出故障之感測元件。
5.建立對機電整合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6.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
機電整合應用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機電整合應用介紹

3

(二)氣壓元件介紹
1.氣壓動力源介紹
2.氣壓元件介紹
3.氣壓於生活及職場應用

3

(三)電氣氣壓 1.氣壓壓力調整實習
2.電氣氣壓迴路實習 3

(四)可程式控制器
(PLC)編輯軟體

1.PLC 編輯軟體介紹
2.軟體離線及線上功能實習
3.PLC 程式實例演練

3

(五)感測器
1.位置感測元件實習
2.顏色辦別感測元件實習
3.溫度感測元件實習
4.感測元件檢修實習

3

(六)機電整合應用實
習

1.形狀判別與傳送實習
2.顏色辨別與姿勢調整實習
3.姿勢判別與換向實習
4.材質分揀與加工實習
5.重量判別與整列實習
6.多機構整合實習

21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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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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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3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英文名稱 Smart Home System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能熟悉建築智慧化居家監控之整合原理與基本技能。
2.能了解居家管線配置之基本技能。
3.能具備從事遠端智慧居家監控整合基本技能。
4.建立對智慧居家監控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5.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及衛
生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3

(二)智慧居家監控
系統的選用及規劃

1.智慧家庭生活趨勢
2.控制器操作及應用
3.控制系統開發環境實習
4.傳輸協定設定實習

3

(三)居家燈光控制
1.燈光控制元件實習
2.燈光控制系統設計及應用實習
3.節能燈光系統設計實習

3

(四)居家節能與電
氣控制

1.智慧電表
2.室內用電節能規劃及應用實習
3.智慧電網實習
4.家庭影音及電器控制實習

6

(五)環境控制
1.感測元件配置設計規劃
2.溫濕度感測元件實習
3.空調控制實習
4.居家環境控制系統設計及應用實習

6

(六)門禁控制
1.身份安全識別控制實習
2.無線射頻感應控制實習
3.紅外線感應控制實習

6

(七)防災及監控
1.瓦斯警報監控實習
2.火災警報監控實習
3.數位監控實習
4.水位監控實習

6

(八)遠端居家智慧
控制

1.行動裝置智慧監控實習
2.雲端電腦智慧監控實習 3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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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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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3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力電子應用
英文名稱 Power Electronics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了解直流轉直流電力及直流轉交流電路基本原理。
2.設計調整負載所需直流電壓、電流之電力供應電路。
3.應用直流轉交流電路提供指定設備，並調整設備所需電壓、電流暨頻率之交流電力電路。
4.能檢測出電力電子電路故障之元件，維護電力電子電路正常運作。
5.建立對電力電子應用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6.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
電力電子應用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電力電子應用介紹

3

(二)直流電源電路及
定電壓源電路

1.整流實習
2.濾波實習
3.固定式電源穩壓實習
4.可調式電源穩壓實習
5.模擬負載測試

3

(三)定電流源電路
1.定電流電路實習
2.可調式定電流電路實習
3.電池定電流充電實習
4.行動電源製作實習
5.模擬負載測試

6

(四)直流轉直流降壓
電路

1.無變壓器降壓電路實習
2.變壓器降壓電路實習
3.輸出大電流電壓波形實習
4.電感、電容值對電路影響實習
5.動態負載對降壓電路效率的量測

6

(五)直流轉直流升壓
電路

1.升壓電路實習
2.電感、電容值對電路影響實習
3.動態負載對升壓電路效率的量測

3

(六)直流轉直流電壓
反極性電路

1.電壓反極性電路實習
2.電感、電容值對電路影響實習 3

(七)波寬調變
(PWM)電路應用 1.直流馬達PWM轉速控制實習 3

(八)直流轉固定頻率
交流電路應用

1.不斷電系統(UPS)電路實習
2.車用直流轉交流電源電路實習 3

(九)直流轉可變頻率
交流電路應用

1.直流轉交流變頻電路實習
2.智慧型監控直流變頻電路實習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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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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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3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太陽光電設置實習
英文名稱 Solar Photovoltaic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瞭解各種再生能源科技之種類原理與應用方法。
2.瞭解太陽能光電系統架構與實務應用。
3.瞭解再生能源科技的最新趨勢、掌握綠色能源的未來發展。
4.訓練太陽光電設置實務基礎人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
綠色能源科技應用介
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再生能源科技應用介紹
5.國家能源政策介紹

3

(二)再生能源科技概
論

1.再生能源與科技之探討
2.再生能源與氣候環境之關係
3.能源之種類與能源之形態轉換
4.太陽發電
5.風力發電
6.水力發電
7.其他再生能源發電

6

(三)太陽能發電系統
1.太陽能發電系統之基本原理
2.太陽能發電系統種類
3.太陽能發電之應用與發展

6

(四)太陽發電系統設
置I

1.系統方位及角度量測
2.太陽能模組支架設置—鋁擠型
3.太陽能模組支架設置—熱浸鍍型鋼

9

(五)太陽發電系統設
置II

1.太陽能模組安裝
2.防水接頭(MC4)製作
3.日照計及溫度計安裝
4.接地線製作

9

(六)太陽發電系統設
置III

1.直流接線箱配線及安裝—併聯型
2.直流接線箱配線及安裝—獨立型 9

(七)系統量測與紀錄 1.電性與絕緣阻抗量測
2.送審表格紀錄 6

(八)故障排除 1.太陽能模組故障排除
2.直流接線箱故障排除 6

(九)太陽發電系統設
置I(併聯型)

1.直流配電箱配線及安裝
2.變流器安裝及設定
3.交流配電箱配線及安裝
4.併連點配線及安裝
5.PVC彎管安裝

9

(十)太陽發電系統設
置II(併聯型)

1.系統監控儀表安裝及設定
2.併聯型發電系統量測
3.並聯型發電系統操表紀錄

9

(十一)太陽發電系統
設置I(獨立型)

1.組列側配電箱配線及安裝
2.充放電控制器安裝及設定
3.電池箱配線及安裝

9

(十二)太陽發電系統
設置II(獨立型)

1.負載側配電箱配線及安裝
2.獨立型變流器安裝及設定
3.負載安裝及配線
4.PVC彎管安裝

9

(十三)太陽發電系統 1.系統監控儀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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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III(獨立型) 2.獨立型發電系統量測
3.獨立型發電系統操表紀錄

6

(十四)系統故障排除
及監控系統架設

1.併聯型實務故障排除
2.獨立型實務故障排除
3.系統監控儀表設定
4.軟體實務介紹及安裝

9

(十五)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應用

1.太陽能路燈
2.綠能智慧型居家系統 3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
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
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
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
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
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
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
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
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
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
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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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3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工機械實習
英文名稱 Electric Machinery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了解變壓器、電動機、發電機工作原理及特性，並熟悉其操作方法。
2.具備各類電工機械特性資料查詢之能力。
3.了解電機在控制及綠能領域之應用。
4.具備電力電子驅動電工機械應用之能力。
5.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
電工機械應用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電工機械應用介紹

3

(二)單相變壓器實驗
1.單相變壓器極性實驗
2.單相變壓器開路實驗
3.單相變壓器短路實驗
4.單相變壓器負載實驗

6

(三)三相變壓器實驗

1.三相Y－Y接變壓器負載實驗
2.三相Y－Y接、Y－Δ接、Δ－Y接、Δ－Δ接
3.壓器開路電壓測試實驗
4.三相變壓器開Y開Δ開路電壓測試實驗
5.三相變壓器V－V接開路電壓測試實驗
6.三相變壓器史考特T接開路電壓測試實驗

9

(四)直流發電機實驗
1.直流他激發電機無載實驗
2.直流並激發電機的電壓建立實驗
3.直流他激發電機負載實驗
4.直流串激發電機負載實驗
5.直流複激發電機負載實驗

18

(五)直流電動機實驗
1.直流他激電動機負載實驗
2.直流他激電動機電樞電壓控速法
3.直流他激電動機磁場電流控速法
4.直流串激電動機負載實驗
5.直流複激電動機負載實驗

18

(六)直流永磁電機實
驗

1.直流永磁發電機負載實驗
2.直流永磁電動機負載實驗
3.直流永磁電動機啟動實驗及轉速控制實驗

12

(七)三相交流發電機
實驗

1.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開路實驗
2.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短路實驗
3.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伏安特性實驗
4.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複合特性實驗
5.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並聯實驗

18

(八)三相交流電動機
實驗

1.三相交流同步電動機啟動實驗
2.三相交流同步電動機負載實驗
3.三相交流同步電動機調相實驗
4.三相交流感應電動機無載實驗
5.三相交流感應電動機鎖住轉子實驗
6.三相交流感應電動機Y－Δ啟動實驗
7.三相交流感應電動機自耦變壓器降壓啟動實驗
8.三相交流感應電動機轉速控制實驗
9.三相交流感應電動機負載實驗
10.三相交流感應發電機實驗

24

合計 108節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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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
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
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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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3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電整合應用
英文名稱 Mechatronics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能了解感測器、電氣配置及機電整合控制盤應用於電腦通訊組合。
2.能具備應用機電整合的程式控制。
3.具備應用感測元件原理檢測出故障感測元件的檢測能力。
4.能獨立完成機與電的設計及撰寫程式能力。
5.建立對機電整合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6.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
及機電整合應用介
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機電整合應用介紹

3

(二)感測器
1.壓力真空產生器的調整
2.光纖感測器的調整與安裝
3.光感測器特性
4.磁性感測器特性
5.近接開關

3

(三)電氣配置

1.空氣調理組的調整
2.壓力槽壓力輸出問題
3.氣壓互鎖裝置
4.電氣氣壓迴路實習
5.直流馬達配線原則
6.交流馬達配線原則
7.直流馬達正反轉控制
8.直流馬達反電勢處理與現象
9.直流馬達減速機正反轉控制的疑惑

3

(四)機電整合控制
盤

1.NFB無熔絲開關：交流電源保護裝置
2.電源側保險絲
3.電源側緊急按鈕
4.數位式直流電源供應器
5.可程式控制器S/S端配置
6.指示燈與按鈕盤
7.端子台與配線槽
8.集線座與感測器供電電源PN
9.獨立纜線交直流馬達供電
10.控制盤配線線徑與顏色

3

(五)機構裝置

1.交流可逆馬達
2.齒輪減速機
3.龍門導螺桿
4.垂直缸電動夾爪
5.凸輪機構
6.氣壓迴轉缸180度
7.推料平台
8.日內瓦機構
9.感測器運用

6

(六)軟體編輯與通
訊

1.SFC邏輯設計
2.可程式控制器SFC邏輯設計操作 18

合計 36節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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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
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
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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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4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可程式控制實習
英文名稱 Programmable control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熟悉可程式控制器的發展背景、組成要件及內部結構，具備符號辨識的能力。
2.具備使用可程式控制器程式語言編輯能力且符合IEC 61131-3規範，建立查閱專業使用手冊、認識與分析控制圖或
電路圖之基礎能力。
3.運用可程式控制器與人機介面做資訊連結、顯示及控制，並以系統思考，進行保養維修及問題解決。
4.具備運用可程式控制器控制氣壓元件、電動機、步進馬達等負載之能力，展現創新、系統思考、規劃執行及科技資訊
運用之素養。
5.具備使用編輯軟體編寫可程式控制器程式，以系統思考、科技資訊運用及掌握國內外發展之趨勢。
6.認識可程式控制工場設施，並了解工業安全及衛生與消防安全相關知識，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展現良好
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7.能思辨勞動法令規章與相關議題，省思自我的社會責任。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可
程式控制器

1.實習工場設施的認識
2.工業安全衛生、消防安全的認識
3.可程式控制器應用的認識

9

(二)可程式控制器及階
梯圖的認識與實作

1.可程式控制器的發展背景、特點、硬體結構及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相關規範
2.電腦軟體介面的認識及操作演練
3.工業配線電路圖及可程式控制器階梯圖之間的轉換
4.可程式控制器程式執行掃描的認識

9

(三)基本指令 1.基本指令分類的認識
2.基本指令的使用方法及應用 9

(四)應用指令 1.應用指令使用，如：傳送、運算、比較、邏輯、旋轉、移位、資料處理等指令
2.數位/類比、類比/數位介面 9

(五)狀態流程圖設計 1.步進指令的認識
2.程式流程設計，如：順序、跳躍、分歧、合流、並進等應用實例 9

(六)人機介面及負載控
制

1.人機介面的認識與應用
2.可程式控制器控制氣壓盤、電動機、步進馬達
3.遠端監控實作

9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
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
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
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
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
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
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
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
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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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技能領域實習科目，得依據相關規定實施分組教學。
2.本課程內容以簡單易懂之指令為主，避免艱深之指令應用，各指令應用皆需提供範例參考，且教師可針對
特定機型做解說，以配合各校之實習設備。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電工實習」課程學習內容之主題進行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
習成效。
4.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成品
或電腦模擬軟體的操作，觀察輸出實際運作狀態，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5.本課程授課時，要使學生能了解使用軟體的智慧財產權問題，培養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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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4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智慧居家監控實務
英文名稱 Smart Home System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能熟悉建築智慧化居家監控之整合原理與基本技能。
2.能了解居家管線配置之基本技能。
3.能具備從事遠端智慧居家監控整合基本技能。
4.建立對智慧居家監控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5.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
安全衛生
及智慧居
家系統開
發平台之
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智慧居家系統開發平台之簡介

3

(二)門禁
安全監控

1.認識門磁開關
2.基本門磁開關實習
3.認識人體動作感測器
4.人體動作感測器實習
5.鍵盤控制門鎖實習
6.認識RFID
7.RFID門鎖實習

3

(三)居家
安全監控

1.認識火焰感測器
2.火焰感測實習
3.認識煙霧感測器
4.煙霧感測實習
5.認識瓦斯感測器
6.瓦斯感測實習
7.認識一氧化碳感測器
8.一氧化碳感測實習
9.認識酒精感測器
10.酒精感測實習

6

(四)空氣
品質監控

1.認識AQI與空氣品質感測器
2.基本空氣品質監控實習
3.空氣品質警報系統實習

3

(五)溫濕
度監控

1.認識溫濕度感測器
2.基本溫濕度感測實習
3.溫度控制電風扇實習
4.溫濕度控制警報系統實習

3

(六)光線
監控

1.認識光線感測器
2.光線感測實習
3.認識紫外線指數與感測器
4.紫外線感測實習

3

(七)電流
監控與水
位監控

1.認識CT型電流感測器
2.交流電流監控實習
3.認識IC型電流感測器
4.ACS712直流電流監控實習
5.ACS712交流電流監控實習
6.認識水位感測器
7.水位監控實習

6

(八)紅外
線遙控

1.認識紅外線遙控器與接收器
2.基本紅外線遙控繼電器實習
3.紅外線遙控馬達實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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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紅外線遙控RGB LED實習

(九)藍牙
監控

1.認識藍牙模組
2.藍牙控制繼電器實習
3.藍牙控制馬達實習
4.藍牙控制RGB LED實習
5.藍牙門禁監控實習
6.藍牙防災監控實習
7.藍牙監控有害氣體實習
8.藍牙監控空氣品質實習
9.藍牙酒測器實習
10.藍牙監控溫濕度實習
11.藍牙監控光線實習
12.藍牙監控紫外線實習
13.藍牙監控電流實習
14.藍牙監控水位實習

9

(十)WiFi
監控

1.認識WiFi模組與編輯環境
2.WiFi控制繼電器實習
3.WiFi控制馬達實習
4.WiFi控制RGB LED實習
5.WiFi門禁監控實習
6.WiFi防災監控實習
7.WiFi監控有害氣體實習
8.WiFi監控空氣品質實習
9.WiFi酒測器實習
10.WiFi監控溫濕度實習
11.WiFi監控光線實習
12.WiFi監控紫外線實習
13.WiFi監控電流實習
14.WiFi監控水位實習

12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
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
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
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
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
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
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
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
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
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
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
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
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
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
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
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
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
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
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
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
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
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
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
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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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4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智慧機器人實習
英文名稱 Intelligent Robot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透過零件介紹，初步認識以各項零件，並學習如何使用程式。
2.學習使用LEGO製作硬體。
3.學習各種感應器的原理與使用方式。
4.學習運用VPL驅動LEGO機器人達成各種任務。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合計 0節

學習評
量

(評量方
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
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
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
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
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
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
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
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
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
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
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
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
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
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
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
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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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
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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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4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動機車基礎實習
英文名稱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tor vehicl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電動機車維修授課方式，讓學生循序漸進學習。
二、電動機車維修照片均依據實車實地拍攝，引導學生正確學習。
三、原理解說實際操作示範，淺顯易懂。
四、電動機車認證標準和合格產品照片及電動機車補助政策。

教學內容
主要
單
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
第1
章認
識電
動機
車

1.電動輔助自行車。
2.電動自行車。
3.小型輕型電動機車。
4.輕型電動機車。
5.電動機車的補助辦法。

3

(二)
第2
章電
動機
車維
修概
論

1.電的認識。
2.認識電路。
3.電動機車維修工具。
4.電動機車維修零件部品分析。
5.電動機車維修檢修方法。

6

(三)
第3
章電
動機
車電
池解
析

1.電動機車電池的分類。
2.鉛酸電池。
3.鋰電池系列。
4.電動機車電池故障分析。

9

(四)
第4
章電
動機
車充
電器
分析

1.電池的容量。
2.電池充電器方法。
3.電動機車鉛酸電池使用的充電器。
4.電動機車鋰電池使用的充電器。
5.充電器故障分析。
6.未來充電器－非傳導式充電器。
7.電動機車電池充電站／交換站。

9

(五)
第5
章電
動機
車馬
達

1.馬達的演進。
2.電動機（馬達）原理。
3.電動機車馬達。
4.電動機車之續航力計算。
5.電動機車馬達維修。

9

(六)
第6
章電
動機
車馬
達控
制器

1.電動機車馬達轉速控制。
2.電動機車控制器功能。
3.電動機車控制器檢修。
4.電動機車其他元件檢修。

9

(七)
第7
章 電

1.電動輔助自行車 - X 純牌為例。
2.電動自行車 - XE 牌為例。
3.電動自行車 - X 星電動自行車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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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
車馬
達維
修實
例

4.電動自行車 - 寅 X 電動自行車為例。
5.電動機車 - 逸 X 電動機車為例。
6.電動機車常見故障解析。
7.電動機車保養注意事項。
8.電動機車維修人員服務觀念與態度。

9

合計 54節

學習
評量
(評量
方式)

1. 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
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
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
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
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
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
充分的發展。

教學
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
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
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
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
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
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
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
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
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
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
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
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
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
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
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
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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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4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力電子實務
英文名稱 Power Electronics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了解直流轉直流電力及直流轉交流電路基本原理。
2.設計調整負載所需直流電壓、電流之電力供應電路。
3.應用直流轉交流電路提供指定設備，並調整設備所需電壓、電流暨頻率之交流電力電路。
4.能檢測出電力電子電路故障之元件，維護電力電子電路正常運作。
5.建立對電力電子應用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6.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
及電力電子實務介
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電力電子實務介紹

3

(二)Spice系統與操
作

1.Spice的系統介紹
2.Spice電路圖輸入軟體
3.Spice電路結構
4.Spice模型資料庫
5.Spice即時模擬與Scope波形分析

3

(三)二極體整流器
1.二極體模型
2.二極體特性及參數
3.單相二極體整流器實習
4.三相二極體整流器實習

3

(四)閘流體整流器 1.單相閘流體整流器實習
2.三相閘流體整流器實習 3

(五)波寬調變
(PWM)電壓型逆變
器

1.單相波寬調變(PWM)電壓逆變器實習
2.三相波寬調變(PWM)電壓逆變器實習 6

(六)波寬調變
(PWM)電流型逆變
器

1.單相波寬調變(PWM)電流逆變器實習
2.三相波寬調變(PWM)電流逆變器實習 6

(七)共振式轉換器
1.零電壓及零電流切換降壓式直流轉直流轉換器實習
2.零電壓及零電流切換升壓式直流轉直流轉換器實習
3.零電壓切換全橋式(Full Bridge)轉換器實習

6

(八)功率因數修正
器

1.不連續型升壓式功率因數修正器實習
2.連續型升壓式功率因數修正器實習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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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
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
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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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4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可程式控制應用
英文名稱 Programmbale Logic Control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能說明可程式控制器(PLC)的發展背景、組成要件及內部結構。
2.具備使用可程式控制器(PLC)階梯圖與各種基本指令、應用指令及步進指令之能力。
3.運用可程式控制器(PLC)與人機介面做資訊連結、顯示及控制。
4.能運用可程式控制器(PLC)控制氣壓、電動機、步進馬達等負載。
5.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
及可程式控制器
(PLC)應用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可程式控制器(PLC)應用介紹

3

(二)可程式控制器
簡介

1.可程式控制器概述
2.PLC的產生
3.PLC的三大流派
4.PLC的程式語言種類
5.PLC的特點
6.PLC的未來發展趨勢
7.PLC的硬體結構
8.PLC的工作原理

3

(三)可程式控制器
操作方式

1.書寫器FX-20P
2.軟體GX-Works2 3

(四)基礎指令

1.接點串並聯指令
2.區塊串並聯指令
3.自保持指令
4.脈波指令
5.計時器
6.計數器
7.分歧指令
8.主控接點指令
9.反相、空白、結束指令
10.基礎指令編輯注意事項

6

(五)工業配線與
PLC設計

1.工配與PLC外部接線
2.工配圖轉PLC設計範例
3.電動機寸動控制電路
4.電動機自保持控制電路
5.電動寸動與自保持控制電路
6.一個按鈕控制電動機啟動、停止電路
7.正反轉互鎖控制電路
8.電氣、機械互鎖，正反轉控制電路
9.工作台自動往返控制電路
10.三台電動機順序啟動控制電路
11.Y-△降壓啟動控制電路
12.Y-△降壓啟動，直流剎車控制電路
13.直流電動機降壓啟動、動力制動控制電路
14.三層傳送帶控制電路
15.三台電動機間歇運轉控制電路
16.多條輸送帶接力傳送控制
17.五個工作站呼叫台車控制
18.台車在五個工作站自動循環往返運轉控制
19.自動定時攪拌器控制
20.銑床動力銑高控制
21.倉庫電動鐵捲門手自動控制
22.直流他激式電動機電樞串聯電阻調速啟動控制

12

298



23.三相感應電動機雙變速控制電路
24.三相感應電動機雙變速、正反轉控制電路
25.四層樓電梯控制
26.馬達正反轉控制原理

(六)SFC順序流
程設計

1.SFC順序功能圖
2.單一流程設計
3.分歧、合流設計
4.復歸與手自動設計
5.綜合設計
6.過載警報設計應用
7.工業控制設計

6

(七)SFC順序流
程實務設計

1.運料小車應用設計
2.紅綠燈控制應用
3.機械手應用設計
4.機械加工應用設計
5.其他應用設計

9

(八)FX2N/FX3U
應用指令篇

1.程式流程應用指令
2.數據傳送、區域比較應用指令
3.四則運算邏輯應用指令
4.旋轉、位移應用指令
5.數據處理應用指令
6.小數點數據處理應用指令
7.高速處理應用指令
8.應用指令
9.外部設定顯示應用指令
10.接點型態比較指令
11.萬年曆時鐘指令
12.PLC特殊模組應用指令

12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
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
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
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
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
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
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
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
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
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
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
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
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
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
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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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4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綠色能源科技實務
英文名稱 Green Ener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瞭解各種能源科技之種類原理與應用方法。
2.瞭解各種潔淨能源架構與實務應用。
3.瞭解綠色能源科技的最新趨勢、掌握綠色能源的未來發展。
4.學習各種節能技術。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
綠色能源科技應用介
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綠色能源科技應用介紹

3

(二)能源科技概論

1.能源與科技之探討
2.能源與氣候環境之關係
3.能源之種類與能源之形態轉換
4.熱與能量
5.熱力學第一定理
6.熱力學第二定理
7.能源科技現況與未來發展

3

(三)汽電共生
1.汽電共生之概念與架構
2.汽電共生系統之類型
3.汽電共生系統之實務應用

3

(四)太陽能發電系統
1.太陽電池之基本原理
2.太陽電池之種類
3.太陽能之發電系統
4.太陽光能之應用與發展

3

(五)風力發電系統
1.風力發電之基本原理及種類
2.風能發電系統架構
3.風力發電之應用與發展

3

(六)燃料電池
1.燃料電池之發展史及運作原理
2.燃料電池之種類及特性
3.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4.燃料電池之實務應用
5.氫能源技術

3

(七)生質能
1.生質能之定義及種類
2.生質能之轉換能源技術
3.生質能之實務應用

3

(八)小水力發電
1.水力發電之原理
2.國內外水力發電之現況
3.水力發電系統

3

(九)地熱能
1.地熱起源與本質
2.地熱應用與資源
3.地熱發電系統
4.國內外地熱發展現況

3

(十)海洋能 1.海洋能之概論及發電系統
2.海洋能目前發展狀況 3

(十一)節能技術

1.節能技術之概念
2.照明方面之節能
3.動力方面之節能
4.空調方面之節能
5.建築方面之節能
6.電能管理系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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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
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
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
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
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
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
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
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
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
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
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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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4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位多媒體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Internship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使學生能認識Unity遊戲開發軟體。
2.能瞭解Unity軟體開發程式的原理。
3.對Unity系統能熟練並運用自如。
4.培養學生能自行開發遊戲與APP軟體。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Unity
基本操作

1.遊戲引擎簡介
2. SceneView場景視圖
3.區塊說明

10

(二)場景
地形預備
工作

1.場景地形預備工作
2.地形建置
3.燈光選擇
4.地形紋理與資源包

16

(三)3D遊
戲角色

1.第一人稱控制器
2.第三人稱控制器
3.角色模型設定

16

(四)動畫
控制器

1. Animation動畫控制器
2. Cloth布料元件 12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
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
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
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
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
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
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
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
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
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
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
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
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
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
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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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
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
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
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
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
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
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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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4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汽車檢診實習
英文名稱 Automotive Diagnosis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電機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學生能瞭解引擎電路識別。
2.學生能瞭解車輛專用診斷儀器之操作方法。
3.學生能運用基本車輛診斷儀器進行數據診斷。
4.學生能學習如何使用車輛診斷儀器進行故障診斷。
5.養成敬業樂群、負責、勤奮、有秩序、有計劃及安全的工作態度。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汽車引擎
1.內燃機之循環
2.循環之種類
3.引擎學理名詞之釋義
4.迴轉活塞式引擎

6

(二)冷卻與潤滑系
統

1.冷卻系統
2.潤滑系統 6

(三)燃料系統
1.汽油的性質
2.燃料和空氣的混合比
3.汽油引擎的燃燒
4.燃料系統的功用

6

(四)點火系統

1.引言
2.點火系統的基本概念
3.電容器的重要性
4.多電阻的重要性
5.普通點火系統設計上的缺點
6.電晶體點火系統
7.結論

6

(五)汽車各種測試
儀器操作說明與診
斷

1.引擎示波器操作說明
2.電壓錶
3.歐姆錶
4.發火線圈檢驗器
5.電容器檢驗
6.白金閉角錶使用說明與診斷
7.轉速與汽缸動力平衡測試
8.點火提前與燃燒效率測試說明與診斷
9.分電盤測試器使用說明與診斷
10.HC-CO-NOx排氣分析操作與診斷
11.引擎漏氣測試與診斷
12.冷卻系統測試與診斷
13.引擎壓力與真空測試
14.引擎一般故障診斷與校正

9

(六)各種汽車修護
資料與規格

1.裕隆速利修護資料與規格
2.三陽喜美修護資料與規格
3.福特車修護資料與規格
4.其他車種修護資料與規格

3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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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
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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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4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 Project Study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瞭解專題製作之格式、步驟及程序。
二、培養提倡理論與實作並重的理念、達到創新之能力。
三、訓練構想設計、系統整合、實驗驗證及成果報告撰寫過程中學習到專題相關領域的一些理論與技術。
四、養成敬業樂群、負責、勤奮、有秩序、有計劃及安全的工作態度與邏輯創新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專題製作
的過程。

1.準備-分組
2.實施-擬定題目
3.呈現-繳交專題計畫書
4.評鑑-完成專題成品
5.進階-期末口頭報告

6

(二)建構資 料
收集的工具。

1.書籍教科書
2.專題報告
3.期刊
4.雜誌
5.論文
6.參考書
7.網路

18

資料來源管道
1.利用圖書館的藏書
2.利用網際網路收尋
3.網路書店
4.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5.各相關資訊中心

(三)研擬專題
研究樣本。

1.量化研究
2.質化研究
3.問卷調查法
4.訪談調查法

18

(四)撰寫專題
研究計劃書。

1.專題製作基本資料
2.團隊成員基本資料
3.設備清單
4.材料清單
5.使用相關知識資源
6.專題製作背景及目的
7.專題製作方法.步驟與進度
8.預期成果.

30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
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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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
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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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5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多媒材創作實務
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Multi-material Cre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多媒材之種類與特性。
(二)運用不同的媒材傳達創作概念。
(三)具備創作的概念與技法。
(四)陶冶美學知能。
(五)具備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多媒材概述
1.多媒材的定義與種類
2.多媒材組合與運用
3.多媒材創作實例探討 

6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二)創作構思與原
理

1.創作靈感來源
2.創作理念傳達
3.創作形式與原理 

12

(三)平面設計 與立
體結 構

1.平面設計與構圖
2.立體設計與結構 12

(四)多媒材平面創
作實 務

1.多媒材平面創作理念
2.平面創作構思與設計
3.多媒材平面實務應用
4.多媒材平面實務創作展現

12

(五)多媒材拼貼組
合創 作實務

1.多媒材拼貼組合創作理念
2.拼貼組合創作構思與設計
3.多媒材拼貼組合實務應用
4.多媒材拼貼組合實務創作
展現

12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六)多媒材解 構重
組創 作實務

1.多媒材解構重組創作理念
2.重解構組創作構思與設計
3.多媒材解構重組實務應用
4.多媒材解構重組實務創作
展現

15

(七)多媒材立 體結
構創 作實務

1.多媒材立體結構創作理念
2.立體結構創作構思與設計
3.多媒材立體結構實務應用
4.多媒材立體結構實務創作
展現

15

(八)多媒材綜 合應
用創 作實務計 畫

1.多媒材創作計劃
2.創作意象傳達
3.多媒材綜合應用實務應用
創作
4 平面創作陳列與展示
5.立體創作陳列與展示

24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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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7.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8.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協助理論的講解。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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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5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資訊科技應用
英文名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2.培養正確的科技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3.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4.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5.理解科技產業與職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6.發展科技研發與創作的興趣，建立從事相關職業之志向。

教學內容
主要
單
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
雲端
系統
介紹

1.Chrome系統雲端系統介紹
2.Google進階搜尋技巧實作
3.Google雲端硬碟操作技巧
4.利用Gmail建立高效能管理
5.利用Google+建立社群

6

(二)
雲端
系統
應用
實務

1.Google文件編製實務
2.Google簡報製作實務
3.利用Google試算表簡化工作流程
4.利用表單建置問卷

6

(三)
雲端
系統
多媒
體製
作實
務

1.利用Youtube建立自己的影音頻道
2.地圖應用-編製路徑
3.利用協作平台建立網站
4.規劃自己的Bloger
5.利用Google Earth建立Tour Path

6

(四)
圖塊
式程
式設
計應
用

1.Scratch系統介紹
2.Scratch程式設計應用(選擇性結構、重覆性結構) 6

(五)
程式
語言
簡介

1.程式語言介紹
2.Python程式系統環境實作
3.Python的基本輸出與輸入
4.Python的選擇結構?述
5.Python的迴圈結構

12

合計 36節

學習
評量
(評量
方式)

1.學習評量應涵蓋 科技知識、態度操作能與統合能力 等四大面向，並兼重形成性和總結的評量，且必須兼顧學生之個別差
異。 2.科技知識方面之評量宜涵蓋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等各認知層次，評量之設計應以靈活、富創意情境化
與多樣為目標，並儘量開放式問題訓練學生之思辨能力。 3.科技態度方面宜涵蓋評價、運用興趣與等情意層次，並透過教師日
常觀察學生自我評量與同儕互等方式為之。 4.操作技能方面之評量宜涵蓋知覺、準備模仿機械學習複雜反應創作等技能層次，
並透過實作測驗、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或業方式為之且應考查生日常次，並透過實作測驗、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或業方式為之
且應考查生日常 表現與行為習慣之改進。 5.統合能力方面之評量宜涵蓋設計、 創新解決問題團隊合作、批判思考等能力，並
透過實地觀察、面談作評量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等方式為之。 6.評量應具有引導學生自我反思與改善習的功效，以培養其後設
認知能力。 7.教師對材編選、學策略班級管理等工作，應參考生的評量結果做自我的教學的評鑑與調適。

教學
資源

1.資訊科技課程需在資訊科技專教室進行教學，學校可根據授師之授課需要採購適切之軟硬體設備(電腦、應用軟體、新興科技
工具與平台等)，或採自由軟體進行教學。 2.資訊科技專教室內的器材、工具或機等設備擺放與架應有適切的規劃，並設有安
全防護與應急措施。需使用工具、機和備時特別指導學生對機具的使用方法和操作安全，並妥善管理。 3.學校和本領域師均須
重視科技日新月異的特性，提供參與有關專業發展活動。 4.宜定期補充與學生習活動有關之資源(如：相關的圖書、期刊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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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多媒體視聽教材等)。

教學
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符合科技領域課程之理念、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並適合學生之認知能力與身心發展。 2.教材編
寫應注意教材之連貫性，如有先後順序關係之內涵，則須循序漸進介紹，並應注意教材內容應具時代性及前瞻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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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資源、學習
評量、延伸教材等內容，以利教學之實施。學生學習手冊則供學生進行學習活動時使用。 4.教材之範例、說明與教學活動設計
應配合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習經驗，並兼具趣味性與挑戰性。 5.教材所使用之文字、圖片和資料宜重視性別平等及尊重人權的
理念，並避免有違國情與善良風俗。 6.教材文字之敘述應力求生動活潑與淺顯易懂，避免使用過多之專業術語。 7.為增進科
技學習的廣度教材編選可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的素材。學習表現如分析、思辨與批判人與科
技、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可與環境教育與海洋教育作適當之結合。 (二)教學方法 1.資訊科技之「演算法」與「程式設計」
教學宜教導學生運用「演算法」分析問題、設計解題方法，兼以「程式設計」實踐解題程序以解決問題，兩者環環相扣，不宜
分別教學。課程規劃並應列舉與學生日常生活與學習相關之實例，以激發學生學習演算法與程式設計解決問題之興趣。 2.教學
單元目標之設定與學習活動之安排，應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輔導學生循手腦並用的程序，兼顧認知、情意、技能及能力等四
大面向之均衡發展。 3.科技領域之教學需在專科教室實施，過程中可適時輔以校外參訪等教學活動。 4.教師應於每學期上課
前確定學校可提供教學所需之軟、硬體設備，並確認其安全性與合法性。 5.對身心障礙或有其他特殊需求之學生，教師應協調
學校或社福單位提供教學設備之操作輔具。

311



表附表附2-3-5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髮型梳理
英文名稱 The hairstyle comb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了解髮型梳理基礎的正確性。 
2.瞭解髮型梳理概念奠定設計創作之基礎。 
3.瞭解歷代髮型之演變及各種梳理技巧。 
4.增進整體美審觀念及欣賞能力。 
5.由髮型設計培養藝術創造的生活情趣。 
6.培育美髮造型專業人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緒論 1.歷代髮型的介紹。
2.如何使用髮夾的固定。 3

(二)髮基種類 1.各種髮基的做法（長、方、三角形） 3
(三)逆梳刮髮 1.逆梳梳髮基本方法 3

(四)包頭造型1 1.包頭髮基的做法
2.如何使用髮夾的固定。 3

(五)包頭造型髮型各式
設計梳法2 長髮髮型設計梳理 6

(六) 包頭造型髮型各式
設計梳法3 短髮髮型設計梳理。 6

(七)包頭造型髮型各式
設計梳法4 日式包頭梳理 6

(八)包頭造型髮型各式
設計梳法5 俏麗短髮造型梳理 9

(九)包頭造型髮型各式
設計梳法6 新娘髮型設計梳理 9

(十)包頭造型髮型各式
設計梳法7 三股編髮與多股編髮造型梳理 9

(十一)髮型設計綜合梳
理應用與變化。 OMC世界髮型梳理 12

(十二)髮型設計綜合梳
理應用與變化。 作品成果發表會 3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問答、討論、報告、口試、筆試 等，教師可按單元的內容和
性質，配合使用作業、演示、心得報告、作品或實 務操作….等。 
2.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亦應重視形成性評量，顧及認知、技能、情意的評量， 兼顧學生五育並重，均衡發
展。
3.教學評量應注意學生個別差異，對未達到評量標準之學生，應分析診斷其原因， 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
成就較高的學生，可適時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得 以充分發展。 
4.教學評量之結果應妥善運用，除提供教師作為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學習 之依據外，應知會家長及導
師，以增加對學生的了解與輔導，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4.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
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坊間書局出版專業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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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2.本校教師自編教材
3.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
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能。
4.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
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 .隨堂示範 講解 並以大型掛圖 幻燈片 投影片 錄影帶等多媒體輔助教學增進學習情趣。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
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6.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7.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
8.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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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5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美容美體實務
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Beauty and Body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專業護膚的流程與技巧。
(二)具備美容美體基礎知能。
(三)引發對美容美體操作之興趣。
(四)了解人體指壓及按摩的功能。
(五)熟練指壓及按摩的基本技法。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皮膚的構造
1.皮膚的構造
2.皮膚的附屬器官
3.皮膚的功能

2

1.認識皮膚的重要性
及皮膚的構造說明。
2.以皮膚構造圖片或
教具介紹說明。
3.實施皮膚構造及組
織測驗。

(二)紫外線與皮膚
1.陽光與紫外線
2.紫外線下的皮膚護理
3.日曬前後皮膚的防護

2

1.認識陽光與紫外線
說明。
2.皮膚的護理介紹說明。
3.認識日曬前後的皮
膚護理。
4.實施認識紫外線測驗。

(三)專業護膚

1.專業護膚流程應具備的衛生觀念
2.工作前準備
3.臉部保養流程與技法
4.蒸臉器的正確操作
5.敷面技巧及敷面劑清除方式
6.專業護膚流程應對顧客的尊重

4

1.實習環境及安全衛
生說明。
2.設備及機具說明。
3.示範及指導學生正
確進行專業護膚流
程。
4.學生相互對做，美膚教室進行專業護膚
技能操作演練。

(四)手足美體按摩
1.手部的保養按摩
2.手部保養按摩的方法與順序
3.足部的保養按摩
4.足部保養按摩的方法與順序

4

1.示範及指導學生正
確進行手部保養按
摩流程。
2.學生相互對做，美膚教室進行手部保養
技能操作演練。
3.示範及指導學生正
確進行足部保養按
摩流程。

(五)指壓的定義
1.指壓的起源
2.指壓的功能及生理作用
3.指壓的種類
4.指壓的基本技法

2
1. 認識指壓的起源、功能、生理作用及種類說明。
2. 2.示範及指導學生正確進行指壓基本技法。
3.學生相互對做，美體教室進行指壓基本技法技能操作演練。

(六)指壓部位壓點
介紹及操 作

1.頭、肩頸部指壓
2.背部指壓
3.前胸指壓
4.手及手臂指壓
5.腿部指壓 

6

1.以投影片、影片或教
具說明指壓部位及
作用。
2.示範及指導學生正
確進行各部位壓點
操作技法。
3.學生相互對做，美體教室進行人體各部
位指壓技能操作演
練。

1.沐浴的目的及功效
2.沐浴的用具及種類

1.認識沐浴的目的及
功效說明。
2.沐浴的用具及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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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沐浴與美容 3.沐浴的方法及注意事項
4.泡澡及紓壓 

2 介紹說明。
3.沐浴的方法及注意
事項說明。
4.實施沐浴與美容測驗。

(八)SPA概述
1.SPA 的起源與發展
2.SPA 的功能
3.SPA 常用機具種類及功能
4.SPA 美容美體用料種類及功能
5.SPA 操作流程注意事項。

6
1.認識 SPA 的起源與發展說明。
2.以投影片、影片或教具介紹說明 SPA 常用機具種類。
3.實施 SPA 操作流程注意事項測驗。

(九)專業臉部療程
1.卸妝、洗臉
2.去角質
3.臉部按摩
4.蒸臉
5.敷臉 

4

1.示範及指導學生正
確進行卸妝、洗臉、
去角質、臉部按摩、
蒸臉、敷臉各項專業
臉部療程。
2.學生相互對做，美膚教室進行專業臉部
療程各項技能操作演練。
3.實施專業臉部療程
各項技能測驗。

(十)全身按摩技術

1.基本按摩技法
2.足部按摩
3.腿部按摩4
4.背部按摩
5.腹部按摩
6.手及手臂按摩
7.頭部按摩

4

1.示範及指導學生正
確進行全身按摩各
部位按摩技法。
2.學生相互對做，美膚
教室進行全身按摩
各部位按摩技能操
作演練。
3.實施全身按摩各部
位按摩測驗。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
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教學資源
1. 相關書籍、市場資訊、多媒體教材、網路數位資訊、雜誌等。
2. 利用專業教室供學生實作練習。
3. 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4. 產學實務連結，進行業界參訪， 了解市場脈動，引進產業資源及技術。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配合現行護膚沙龍、美容美體實務現況、時尚流行等相關資訊編選。
2.教材之選擇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4.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
5.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鑑賞的能力，體會藝術創作與社會、歷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生活美學
的涵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兼顧認知、技能、情意之教學。
2.教學時儘量利用多媒體，並安排實際示範活動，示範後進行討論分析，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3.課程進行中應隨時留意學生學習狀況，給予必要之引導與鼓勵。
4.應安排學生分組實作練習活動，提升學生實務能力。
5.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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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5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飾品設計與實務
英文名稱 Practice and Design of Accessory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飾品設計的意涵。
(二)學習飾品的製作技巧。
(三)運用相關商品的搭配組合。
(四)具備良好的工作態度與自我學習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飾品設
計的基本概
念

1.飾品的種類
2.飾品設計的基本概念 4

(二)圖樣手
繡

1.流行圖樣種類
2.手繡基本工具
3.手繡基本針法
4.圖樣設計與應用
5.成品製作

10

(三)花飾
1.花飾的種類
2.工具應用
3.花飾的設計
4.花飾的製作
5.作品展示與賞析

10

(四)飾品
1.飾品的種類
2.工具應用
3.飾品的設計
4.飾品的製作
5.作品展示與賞析

12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採行多元評量方式，方法包括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學生自我評量、心得報告、實際操作、成品、學習態
度、人際關係、策展能力、團隊合作、場地清潔等。
2.評量內容應兼顧認知、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之後了解學生的學習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並注意觀察學生自我學習表現。
5.除實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
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
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達到評量標準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 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適時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得以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
2.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相關教材書籍、多媒體教材、教具、網路數位資訊、流行資訊及其他教學資源。
3.提供專業教室供學生實作練習。
4.多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提高師生共學。
5.結合產業界專家進行協同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6.設置教學成果展示區，供學生分享創意及作品賞析。
7.配合需要安排產業界實地參訪進行職場觀摩。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材之選擇須簡單扼要、循序漸進、深入淺出、課程內容結合生活與時尚，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2.教材之選擇須理論與實務並重，以圖示、實例示範或說明步驟。
3.教材之選擇須注意「縱」的銜接，各單元間彼此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
而抽象，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選擇須重視「橫」的聯繫，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於其他相關科目，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以聯合
運用於實際工作中，並有利於將來之自我發展。

316



教學注意事
項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並兼顧認知、情意、技能之學習。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教師教學時，應考慮學生分組學習成效及實作安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流行時尚及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使用多媒體或安排實際示範活動，進行討論分析，以提
高學生認知。
5.教師進行技能示範時，應循序漸進、深入淺出，以提高學生重視製作過程及自我學習。
6.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學習動機， 並導出若干有關問題，引導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7.教師教學時，應提供評量方式或作品賞析原則，以助學生學習。
8.教師教學時， 應隨時留意學生學習狀況，給予引導與鼓勵。
9.教師教學時，應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自我規劃進度，培養規劃及執行能力。
10.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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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5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彩妝造型實務
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Modeling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針對各種臉型修飾之化妝設計技能。 2.熟悉各種流行彩妝技巧的設計及要領。 3.熟練臉部的美化與修飾技巧。 4.鑑
賞能力之養成認真積極的學習與工作態度。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緒論 1.化妝史 
2.服裝與化妝 2

(二)(二) 粉底
的種類

1.化妝品的認識與選用
2.各種臉型陰暗化妝修飾 2

(三)(三)基礎
化妝

1.眉型的美化
2.眼影、眼線的美化
3.睫毛及假睫毛的美化。
4.臉型與粉底、腮紅的修飾
5.鼻影、唇型的美化

4

(四)(四) 化妝
與色彩

1.外出妝
2.職業婦女妝 4

(五)(五) 化妝
與色彩

1.日間宴會妝
2.睌間宴會妝 4

(六)(六) 化妝
與色彩

1.訂婚化妝
2.伴娘化妝 4

(七)(七) 化妝
與色彩

1.新郎化妝
2.新娘化妝 2

(八)(八) 化妝
與色彩

1.黑白攝影妝
2.彩色攝影妝 4

(九)(九) 化妝
與色彩

1.清純型新娘化妝設計
2.華麗型新娘化妝設計 2

(十)(十) 化妝
與色彩

1.小舞台化妝設計
2.大舞台化妝設計 4

(十一)(十一)
化妝與色彩

1. 彩繪設計
2. 時尚流行彩妝設計 4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
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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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
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
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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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5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舞台表演實務
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Stage Performan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幫助學生做基礎表演訓練的練習。
(二)調整學生自我肢體與美感的認知。
(三)幫助學生做聲音、肢體、情緒的整合呈現。
(四)訓練學生舞台實務經驗。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流行時尚
及舞台表演
概說

1.時尚造型服裝秀欣賞
2.舞台展演種類概說
3.演出危機處理要點

4

(二)舞台基本
概念

1.舞台的基礎概念
2.舞台上的動線
3.舞台上相互配合要領
4.舞台走位演練

10

(三)肢體開發
1.節奏感訓練
2.柔軟度訓練 
3.進行聲音、肢體、情
緒整合表演訓練.

10

(四)舞台情境
訓練

1.表情訓練
2.Pose 訓練
3.眼神訓練
4.舞台情境訓練

12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輔導學生作自我與同儕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及困難，作為後續補救或增益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
獲得鼓勵。
2.為達充分、具體、客觀，應依以下四個項目評量：
(1)情意性評量：隨時觀察記錄，包括勤學精神態度。
(2)形成性評量：配合各種教學媒體，以口頭問答討論方式實施評量。
(3)診斷性評量：以作業考核及舞台表演練習列為過程評量的成績，未達標準者
予以逐項指導，建立其基本觀念，再予以評量。
(4)總結性評量：以期中、期末測驗成績作總結性評量考核標準。
3.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
4.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教學資源

1.各單元提供網路教材資源等教學資源。
2.相關展演活動、時尚資訊與本科相關之各項活動。
3.編寫教材時，宜多注意時尚資訊，並隨時更新資訊。
4..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
享與交流，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 參考工具書：專業美髮、美容、美甲、整體造型及相關電子工具書。
2.期刊雜誌：服裝、彩妝雜誌有關之資料。
3.網路資源：與美容教學有關之資料。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
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
決改善之道。
(二)教學方法
1.編選課程時，要通盤規劃，並依照每個主題特性以及內容性質，作有系統之編排。
2.能明確熟悉訂定每一次學習的主題。
3.課程實際製作內容要多元化,除了理論的知識與概念；在實務操作上也要附合業界需求。
4.教材內容設計要依照學生的程度做適度性的調整，並且引發學生對該課程的興趣；啟發學生思考、能夠舉一反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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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大的學習效果。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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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5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務
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Styling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整體造型專業知識。
(二)熟練整體造型實用技能。
(三)培養審美觀，啟發思考及創作能力。
(四)具備整體造型專業能力，以符合就業職場需求。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緒論
1.整體造型設計的意義及目的
2.整體造型設計觀念的確立
3.整體造型設計的時代需求

2

(二)整體
造型設計
概念

1.造型設計的原理
2.造型設計考慮因素
3.個人特質分析
4.整體造型設計的溝通技巧
5.整體造型設計的流程

4

(三)整體
造型應用

1.整體造型設計的要素
2.簡易整體造型設計圖的繪製技巧
3.美顏造型應用
4.美髮造型應用
5.服飾造型應用

16

(四)型態
美整體造
型

1.配合個性的整體造型
2.配合年齡的整體造型
3.配合Time/Place/Occasion(時間、地點、場合)的整體造型

14

(五)時尚
整體 造型

1.年代流行重點分析
2.時尚元素分析
3 近代時尚整體造型應用

10

(六)舞台
整體造型

1.舞台整體造型基本原理
2.依角色性格設計的整體造型
3.依風格特色設計的整體造型

12

(七)新娘
整體造型

1.白紗禮服新娘風格造型設計
2.宴會禮服新娘風格造型設計
3.多元風格特色的新娘造型設計

14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以實作為主，配合主題活動、口頭報告、書面報告…等方式，評量學生學習成就，著重考查學生學習態度與工作習
慣。
2.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及時了解學生學習成果，依學習成效調整課程，並即
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3.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
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5.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
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6.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
7.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
與合作。
8.未達到評量標準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適時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得以充分發展。
1.利用各項教學設備、多媒體教材、網路數位資訊、雜誌等，增廣教學內容，提升學習效果。
2.學生可小組練習，相互觀摩、切磋，強化實務操作時的團隊精神。
3.配合教學活動，定期舉辦班際或校際間相關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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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4.配合課程加強技能訓練，觀摩各類美髮、美容、整體造型發表會，以增進新知。
5.結合社區資源、電腦教室、圖書館等供學生資料查詢。
6.鼓勵學生互相觀摩、比較、分享成品，培養欣賞與創作能力。
7.提供專業實習教室供學生實作練習。
8.以靈活、彈性的方式，運用社區資源來支援教學，如：展示會、觀摩會、參觀等。
9.教學時可邀請職場專業人士支援教學，提供專業設計與應用之實務。
10.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11.鼓勵學生多參考、觀摩國內外業界設計的作品，提升專業技能。

教學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 參考工具書：專業美髮、美容、美甲、整體造型及相關電子工具書。
2.期刊雜誌：服裝、彩妝雜誌有關之資料。
3.網路資源：與美容教學有關之資料。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
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
之道。
(二)教學方法
1.編選課程時，要通盤規劃，並依照每個主題特性以及內容性質，作有系統之編排。
2.能明確熟悉訂定每一次學習的主題。
3.課程實際製作內容要多元化,除了理論的知識與概念；在實務操作上也要附合業界需求。
4.教材內容設計要依照學生的程度做適度性的調整，並且引發學生對該課程的興趣；啟發學生思考、能夠舉一反三達到最
大的學習效果。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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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5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男士美髮實務
英文名稱 Men’s Hair Dressing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在髮型設計上思考及分析能力之培養與整合。
2.學生在學習技術的同時，能將設計與技術結合。
3.符合流行市場的需求。
4.擴展美髮學習範圍，使對男士美髮能有深入的了解。
5.熟悉男士美髮的操作技巧，培養從事美髮行業的志趣。
. 
.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男士美髮的認
識。

1.商業髮型
2.刺蝟頭
3.傳統式全往後髮型
4.現代式自然分髮型

2

(二)用具的介紹與應
用。

1.用具的維護與消毒
2.理髮用具認識與操作 2

(三)男士髮型各種類
之技巧操作。

1.剪刀與電推剪髮型運用
2.電鉗捲髮造型的技巧運用 6

(四)剪髮
1.初階實用髮型設計 
2.小層次髮型剪髮
3 方形髮型剪髮 12

(五)整髮。 1.點.面.線造型設計 
2.波浪整髮梳理綜和應用 6

(六)燙髮 1.中層次髮型分邊燙髮設計
2.超短燙髮設計 8

(七) 染髮。
1.認識染髮的色系
2.染劑的種類及應用
3.彩色染髮與挑染

8

(八)髮型設計 1.大層次髮型設計
2.刺蝟頭 8

(九)綜合應用設計 1.剪髮、燙髮、染髮、整髮綜合應用。 20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問答、討論、報告、口試、筆試 等，教師可按單元的內容和性
質，配合使用作業、演示、心得報告、作品或實 務操作….等。 
2.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亦應重視形成性評量，顧及認知、技能、情意的評量， 兼顧學生五育並重，均衡發
展。
3.教學評量應注意學生個別差異，對未達到評量標準之學生，應分析診斷其原因， 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
就較高的學生，可適時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得 以充分發展。 
4.教學評量之結果應妥善運用，除提供教師作為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學習 之依據外，應知會家長及導
師，以增加對學生的了解與輔導，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4.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
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324



教學注意事項

1.教學研究會討論決議後採用之教科書版本。
2.教師自編教材。
3.教師提供之補充教材。
(二)教學方法
1.多涉取報章雜誌和媒體有關男子美髮的時尚報導。
2.本課程除了教課書外，現場示範說明和同學的操作都不可缺少。
3.教學上宜多使用圖片或示範，使學生更明瞭，激發學生的思考能力。
4.注意工具的操作要領與衛生、安全考量。 
5.循序漸進使學生熟悉技巧。
6.教學上宜多使用圖片或示範，使學生更明瞭，激發學生的思考能力。
7.教師講解、示範操作，應注意個別指導。 
8.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上課。
9.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10.注意電剪的使用與安全。 
11.藥品使用上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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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5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新娘秘書實務
英文名稱 Bride Secretarial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新娘秘書的工作性質
2.了解台灣婚紗產業發展興起與發展歷史
3.了解新娘秘書的職場優勢
4.培養優良的職業道德
5.訓練學習新娘造型的設計與配飾的運用能力
6.學習各種風格的化妝技巧及髮型技巧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新娘秘書的發展由
來

1.瞭解新娘秘書經營策略
2.熟悉諮詢服務流程 2

(二)傳統結婚習俗與現
代婚體 1.認識傳統與現代婚體之差異性 2

(三)新娘秘書的工作性
質與職場優勢。

1. 了解新娘秘書的專業知識
2.認識新娘秘書的工作性質 4

(四)新娘秘書的工作流
程。

1.確定檔期、安排試妝、提供諮詢
2.討論造型、髮型、禮服建議 6

(五)新娘造型設計-1

1學習各種風格的化妝技巧及髮型技巧.
2.臉部外觀及五官的修飾技巧.
3. 眼形與眼線的修飾技巧
4. 鼻影、眉毛的介紹與修飾技巧
5.皮膚色彩與技巧調整
6.唇型的介紹與修飾技巧

22

(六)新娘造型設計-2
1.新娘身型與禮服選擇
2.新娘彩妝常用色彩的搭配與應用
3.完美動人的眼妝技巧

6

(七)新娘配飾的運用。

1.學習新娘造型的設計與配飾的運用
2.能運用不同材料的設計飾品
3.能依照新娘造型搭配飾品
4.能設計出不同造型的飾品設計
5.能設計出不同造型的頭髮花飾
..

1.學習新娘造型的設計與配飾的運用
2.能運用不同材料的設計飾品
3.能依照新娘造型搭配飾品
4.能設計出不同造型的飾品設計
5.能設計出不同造型的頭髮花飾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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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新娘造型的設計與配飾的運用
2.能運用不同材料的設計飾品
3.能依照新娘造型搭配飾品
4.能設計出不同造型的飾品設計
5.能設計出不同造型的頭髮花飾
..

1.學習新娘造型的設計與配飾的運用
2.能運用不同材料的設計飾品
3.能依照新娘造型搭配飾品
4.能設計出不同造型的飾品設計
5.能設計出不同造型的頭髮花飾
..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問答、討論、報告、口試、筆試 等，教師可按單元的內容和
性質，配合使用作業、演示、心得報告、作品或實 務操作….等。 
2.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亦應重視形成性評量，顧及認知、技能、情意的評量， 兼顧學生五育並重，均衡發
展。
3.教學評量應注意學生個別差異，對未達到評量標準之學生，應分析診斷其原因， 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
成就較高的學生，可適時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得 以充分發展。 
4.教學評量之結果應妥善運用，除提供教師作為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學習 之依據外，應知會家長及導
師，以增加對學生的了解與輔導，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4.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5.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網路蒐集資訊、授課教師設計、自編製作之教材、報章及雜誌蒐集資料
2.教學研究會討論決議後採用之教科書版本。
3.教師提供之補充教材。
(二)教學方法
1.教學上宜多使用圖片或示範，使學生更明瞭，激發學生的思考能力。
2.教材編選以理論與實務並重，並讓學生多方了解各種指甲彩繪之產品與
材料。
3.注意工具的操作要領與衛生、安全考量。 
4.循序漸進使學生熟悉技巧。
5.教師講解、示範操作，應注意個別指導。 
6.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上課。
7.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
進行實作教學。
8.注重學生個別差異進行補救教學以達到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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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6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化妝品調製實務
英文名稱 Cosmetic Production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培養學生學習並了解該領域相關之化學原理及應用方式。
2.使學生能運用課程中所學的知識與技能，進一步衍生出相關創意發想或應用方法，提升學生研究學習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香水製作 1. 香精油
2. 香水酒精 2

(二)手工皂製
作

1.皂基
2.精油
3.色料

2

(三)潔顏慕斯
1. 起泡劑
2. 甘油
3.保濕調和水
4.抗菌劑

8

(四)抗痘凝膠 1.束成膠
2 茶樹精油 8

(五)按摩油 1.精萃橄欖油
2.精油 8

(六)保濕控油
化妝水

1.保濕調和水
2.甘油
3.茶樹精油

8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問答、討論、報告、口試、筆試 等，教師可按單元的內容和性質，配
合使用作業、演示、心得報告、作品或實 務操作….等。 
2.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亦應重視形成性評量，顧及認知、技能、情意的評量， 兼顧學生五育並重，均衡發展。
3.教學評量應注意學生個別差異，對未達到評量標準之學生，應分析診斷其原因， 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
的學生，可適時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得 以充分發展。 
4.教學評量之結果應妥善運用，除提供教師作為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學習 之依據外，應知會家長及導師，以增
加對學生的了解與輔導，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4.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
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學研究會討論決議後採用之教科書版本。
2.教師自編教材。
3.教師提供之補充教材。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得依相關規定上課。
2.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
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物做為教材。
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
7.注意工具的操作要領與安全考量。 
8.循序漸進使學生熟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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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師講解、示範操作，應注意個別指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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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6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芳香調理實務
英文名稱 Fangxiangliaofa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何謂芳香學
2.芳香學的運用
3.瞭解芳香精油的鑑別方式。
4.瞭解芳香理療法與現生活之關係
5.了解人體指壓的功能。
6.熟練指壓的基本技巧。
7.芳香學配合手技按摩方式。
8.能靈活運用各種芳香精油調理身心。
9.芳香調理法之現今狀況及未來之發展趨勢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芳香調理法之發
展與現況

1芳療歷史探索
2.精油植物學 2

(二)芳香精油製品的
認識與保存

1. 精油的特性 
2. 冷壓法
3. 水蒸溜法
4. 蒸氣蒸溜法

4

(三)皮膚類型與芳香
精油的選擇。

1.基本皮膚學認識
2.皮膚系統與芳香照護
3.運動系統與芳香照護
4.神經系統與芳香照護
5.精油與情緒管理

8

(四)芳香精油的使用
方式與注意事項

1.薰香式
2.熱水蒸氣式
3.手掌摩擦式、手帕式
4.噴霧式
5 沐浴式
6.孕婦.嬰兒.小孩.高.低血壓患者須審慎
對待

10

(五)芳香療法的技能
1.瑞典式按摩
2.淋巴引流按摩
3.日本穴道按摩
4.泰國式按摩
5.東方頭部按摩

10

(六)芳香調理的注意
事項

1.飯後半小時或剛吃完大餐
2.皮膚感染或過敏
3.懷孕婦女避免刺激子宮
4.心臟病.高血壓.心血管疾病.

2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問答、討論、報告、口試、筆試 等，教師可按單元的內容和性
質，配合使用作業、演示、心得報告、作品或實 務操作….等。 
2.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亦應重視形成性評量，顧及認知、技能、情意的評量， 兼顧學生五育並重，均衡發
展。
3.教學評量應注意學生個別差異，對未達到評量標準之學生，應分析診斷其原因， 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
成就較高的學生，可適時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得 以充分發展。 
4.教學評量之結果應妥善運用，除提供教師作為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學習 之依據外，應知會家長及導
師，以增加對學生的了解與輔導，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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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4.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
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 自編教材、相關芳香學書籍與精油書籍與網路相關資料來源。
2. 坊間書局出版專業用書。
(二)教學方法
1.注意工具的操作要領與衛生、安全考量。 
2.循序漸進使學生熟悉指壓技巧。
3.教學上宜多使用圖片或示範，使學生更明瞭，激發學生的思考能力。
4.教師講解、示範操作，應注意個別指導。 
5.互相對做練習體驗受術者與施術者的感受，增進學習功效。
6.鼓勵同學應用於保健美容與舒緩壓力之用途上。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
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7.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8.隨堂示範 講解 並以大型掛圖 幻燈片 投影片 錄影帶等多媒體輔助教學增進學習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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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6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彩繪設計實務
英文名稱 Colored drawing on pottery desig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瞭解設計概念，奠定設計、創作之基礎。
2.瞭解五官及整體造型。
3.增進整體美審美觀念及欣賞能力。
4.培育彩繪整體造型專業人才。. 
5.具備人體花卉彩繪技巧。
6.具備新娘婚紗彩繪技巧。
7.具備手機彩繪技巧。
8.具備晶鑽彩繪技巧。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造型藝術美學
概說

1.西方之美 
2.自然之美 
3.東方之美
4.生活藝術現代美
5.人造之美

4 第一學期

(二)(二) 彩繪工具
與五官畫法

1. 鉛筆.紙.橡皮.紙筆.
2. 彩色鉛筆.化妝品.粉彩.水彩
3. 線條.造型.構圖.明暗.立體
4. 色彩.空間與透視均衡

10

(三)彩繪設計理
論。

1.均衡.強調.比例
2.律動.漸變.反覆
3.單純.對比.多變
3.統整 

10

(四)彩繪設計技法
與範例

1.鉛筆表現技法範例
2.色鉛筆表現技法範例
3.化妝品表現技法範例
4.水彩表現技法範例

12

(五)人體彩繪設計
技巧

1.粗的連續線可造成積極強悍等意象
2.細軟
3 細而富變化的曲線可造成古典優雅等意象

8 第二學期

(六)新娘婚紗彩繪
造型。

1.彩繪創意眼妝造型..
2.中國歷史經典化妝 10

(七)手機彩繪造
型。

1.誇張的造型 
2.動感立體感
3.花卉造型 

10

(八)晶鑽彩繪造
型。

1. 炫麗造型
2. 巴洛克風格 8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問答、討論、報告、口試、筆試 等，教師可按單元的內容和性
質，配合使用作業、演示、心得報告、作品或實 務操作….等。 
2.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亦應重視形成性評量，顧及認知、技能、情意的評量， 兼顧學生五育並重，均衡發展。
3.教學評量應注意學生個別差異，對未達到評量標準之學生，應分析診斷其原因， 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可適時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得 以充分發展。 
4.教學評量之結果應妥善運用，除提供教師作為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學習 之依據外，應知會家長及導師，
以增加對學生的了解與輔導，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332



教學資源 4.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5.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學研究會討論決議後採用之教科書版本。
2.教師自編教材。
3.教師提供之補充教材。
(二)教學方法
1.要上彩繪設計課，需要有色彩學基礎。
2.教學上宜多使用圖片或示範，使學生更明瞭，激發學生的思考能力。
3.注意工具的操作要領與衛生、安全考量。 
4.循序漸進使學生熟悉技巧。
5.教學上宜多使用圖片或示範，使學生更明瞭，激發學生的思考能力。
6.教師講解、示範操作，應注意個別指導。 
7.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上課。
8.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9.隨堂示範 講解 並以大型掛圖 幻燈片 投影片 錄影帶等多媒體輔助教學增進學習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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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6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頭飾設計實務
英文名稱 Headwear Desig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熟悉頭飾設計之定義與內涵 2.瞭解頭飾設計在服裝上的搭配與應用 3.能設計製作頭飾商品進而增強
服裝設計的亮點，做出完美的服裝造型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課程介紹 本學期教授大綱與上課律定事項 2
(二)頭飾品設計
的定義與內涵 頭飾品設計的定義與內涵 2

(三)頭飾品材質
介紹 頭飾品材質介紹 2

(四)髮圈造型設
計實務 髮圈設計 (材質的選用，尺寸，顏色，款式， 用途-束髮+手飾) 6

(五)髮圈造型設
計實務 髮圈製作 (製作工具，配飾配件) 8

(六)貝雷帽設計
實務

1.貝雷帽打版
2.貝雷帽裁布 8

(七)貝雷帽設計
實務 貝雷帽製作 8

(八)漁夫帽設計
實務

1.漁夫帽打版
2.漁夫帽裁布 4

(九)漁夫帽設計
實務 1.漁夫帽製作 4

(十)髮夾設計實
務 髮夾設計 (材質的選用，尺寸，顏色，款式) 4

(十一)髮夾設計
實務 髮夾製作 (製作工具，配飾配件) 4

(十二)新娘頭紗
設計實務 網狀頭紗製作 (花朵+鑽石) 4

(十三)新娘頭紗
設計實務 髮圈式頭紗製作 (白網紗+珍珠+鑽石) 4

(十四)新娘頭紗
設計實務 長頭紗製作 (白紗+蕾絲) 4

(十五)小禮帽設
計實務 小禮帽設計 (材質的選用，尺寸，顏色，款式) 4

(十六)小禮帽設
計實務 小禮帽製作 (製作工具，配飾配件) 4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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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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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6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指壓實務
英文名稱 Shiatsu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美容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透過不同指壓按摩手法促進頭部,肩頸,背部以及手足的血液循環,放鬆緊張肌肉群,紓解壓力,增進睡眠品質,提升自體免疫
功能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課程大綱介紹 指壓按摩的目的與注意事項 2 第一學期
(二)按摩的功能與
注意事項 按摩的功能與注意事項示範 2

(三)精油按摩法 精油按摩法介紹示範 2
(四)指壓法 指壓按摩工具的種類與操作方法 2
(五)按摩手法介紹 指壓按摩手法的種類與操作方法 2
(六)頭部舒壓,指壓
按摩 指壓頭部精油舒壓按摩 12

(七)肩頸舒壓指壓
按摩 指壓肩頸指壓按摩 12

(八)背部按摩
指壓背部調理按摩
指壓背部舒眠按摩
指壓背部養生按摩
指壓背部疏壓按摩

10 第二學期

(九)腰腹雕塑與美
體儀器的使用操作 指壓腰腹雕塑按摩 10

(十)手足按摩 指壓手足指壓按摩 10
(十一)刮沙療法 指壓刮砂保健按摩 8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4.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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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7.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
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片段之知識。
6.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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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6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 Project Study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瞭解專題製作之格式、步驟及程序。
二、培養提倡理論與實作並重的理念、達到創新之能力。
三、訓練構想設計、系統整合、實驗驗證及成果報告撰寫過程中學習到專題相關領域的一些理論與技術。
四、養成敬業樂群、負責、勤奮、有秩序、有計劃及安全的工作態度與邏輯創新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第一章 專
題報告製作

1. 專題製作執行流程表。
2. 專題製作報告項目。
3. 專題報告架構圖
4. 製作專題軟體

9

(二)第二章 專
題封面製作

1.封面設計。
2. SmartArt流程圖製作。
3.文件頁碼設計。
4.樣式窗格。

9

(三)第三章 樣
式窗格進階設定

1.樣式基本編修。
2.樣式進階技巧。
3.多層次清單進階。
4.研究架構圖。

9

(四)第四章 圖
表目錄設計

1.自訂標題樣式。
2.文件不同頁碼設定。
3.圖目錄製作。
4.表格目錄製作。

9

(五)第五章 專
題書面報告

1. 專題製作格式說明。
2. 利用word作版面設定。
3. 專題內涵
4. 其他書面報告撰寫格式
5.文中引用文獻得撰寫方式

9

(六)專題主題選
定

1. 專題製作簡報注意事項
2. 專題製作口頭報告的功能
3. 報告時注意事項
4. 成果呈現方式

9

(七)專題評量與
發表

1.專題製作平時檢核。
2.專題製作書面報告的評分。
3.專題製作口頭報告的評分。
4.專題延伸比賽及發表。

9

(八)第八章 專
題範例介紹

1.自訂標題樣式。
2.文件不同頁碼設定。
3.圖目錄製作。
4.表格目錄製作。

9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
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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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
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
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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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6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中餐烹調實習
英文名稱 Chinese cooking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6/6

學分數 4/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使學生了解中餐烹飪的基本知識
二、使學生熟練各種刀工及烹調技巧
三、培養學生食物選購及正確操作各種烹飪設備的能力
四、建立學生良好的餐飲衛生與安全習慣
五、啟發學生學習烹飪的興趣，奠定日後升學或從事餐飲工作的基礎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緒論 1.烹調法的發展歷程。
2.各烹調法發展特點及製作方式。 6

(二)(二) 專業倫理與
中餐教室守則

1.職場專業倫理
2.食品衛生安全 6

(三)(三) 中餐烹調設
備、器具 及材料

1.中餐烹調設備介紹
2.中餐烹調器具介紹
3.常用食材認知

9

(四)(四) 中餐烹調的
分類

1.火烤烹調法
2.水烹調法
3.油炸烹調法
4.不需加熱烹調法

12

(五)(五) 火烤烹調法-
烤、焗、燻

1.奶油焗白菜
2.煙燻白鯧
3.鹽焗蝦

12

(六)(六) 火烤烹調法-
燜、煨

1.香菇蛋酥燜白菜
2.蔥開煨麵 12

(七)(七) 水烹調法-
煮、川、涮、燒、扒、
滷

1.水煮白菜
2.涮涮鍋
3.紅燒豆腐
4.香菇扒芥菜
5.滷豬腳

12

(八)(八) 水烹調法-
溜、燴、羹

1.菊花溜魚球
2.素燴什錦
3.三色雞絲羹

12

(九)(九) 水烹調法-
燉、蒸、扣

1.藥燉排骨
2.三絲淋蒸蛋
3.梅干扣肉

15

(十)(十) 水烹調法-
炒、爆、煸

1.三色炒雞絲
2.蔥爆牛肉
3.乾煸四季豆

12

(十一)(十一) 油炸烹
調法-煎、貼、塌、炸

1.乾煎鱸魚
2.手工鍋貼
3.鍋塌豆腐
4.鹹蛋黃炒薯條

12

(十二)(十二) 不需加
熱烹調法-拌、泡、醃

1.涼拌豆乾雞絲
2.台式泡菜
3.醃漬小黃瓜

12

(十三)(十三) 不需加
熱烹調法-拔、凍

1.拔絲地瓜
2.雞爪凍 12

合計 144節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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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
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
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
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
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
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
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
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
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
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
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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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6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資訊科技應用
英文名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2.培養正確的科技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3.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4.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5.理解科技產業與職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6.發展科技研發與創作的興趣，建立從事相關職業之志向。

教學內容
主要
單
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
雲端
系統
介紹

1.Chrome系統雲端系統介紹
2.Google進階搜尋技巧實作
3.Google雲端硬碟操作技巧
4.利用Gmail建立高效能管理
5.利用Google+建立社群

6

(二)
雲端
系統
應用
實務

1.Google文件編製實務
2.Google簡報製作實務
3.利用Google試算表簡化工作流程
4.利用表單建置問卷

6

(三)
雲端
系統
多媒
體製
作實
務

1.利用Youtube建立自己的影音頻道
2.地圖應用-編製路徑
3.利用協作平台建立網站
4.規劃自己的Bloger
5.利用Google Earth建立Tour Path

6

(四)
圖塊
式程
式設
計應
用

1.Scratch系統介紹
2.Scratch程式設計應用(選擇性結構、重覆性結構) 6

(五)
程式
語言
簡介

1.程式語言介紹
2.Python程式系統環境實作
3.Python的基本輸出與輸入
4.Python的選擇結構?述
5.Python的迴圈結構

12

合計 36節

學習
評量
(評量
方式)

1.學習評量應涵蓋 科技知識、態度操作能與統合能力 等四大面向，並兼重形成性和總結的評量，且必須兼顧學生之個別差
異。 2.科技知識方面之評量宜涵蓋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等各認知層次，評量之設計應以靈活、富創意情境化
與多樣為目標，並儘量開放式問題訓練學生之思辨能力。 3.科技態度方面宜涵蓋評價、運用興趣與等情意層次，並透過教師日
常觀察學生自我評量與同儕互等方式為之。 4.操作技能方面之評量宜涵蓋知覺、準備模仿機械學習複雜反應創作等技能層次，
並透過實作測驗、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或業方式為之且應考查生日常次，並透過實作測驗、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或業方式為之
且應考查生日常 表現與行為習慣之改進。 5.統合能力方面之評量宜涵蓋設計、 創新解決問題團隊合作、批判思考等能力，並
透過實地觀察、面談作評量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等方式為之。 6.評量應具有引導學生自我反思與改善習的功效，以培養其後設
認知能力。 7.教師對材編選、學策略班級管理等工作，應參考生的評量結果做自我的教學的評鑑與調適。

教學
資源

1.資訊科技課程需在資訊科技專教室進行教學，學校可根據授師之授課需要採購適切之軟硬體設備(電腦、應用軟體、新興科技
工具與平台等)，或採自由軟體進行教學。 2.資訊科技專教室內的器材、工具或機等設備擺放與架應有適切的規劃，並設有安
全防護與應急措施。需使用工具、機和備時特別指導學生對機具的使用方法和操作安全，並妥善管理。 3.學校和本領域師均須
重視科技日新月異的特性，提供參與有關專業發展活動。 4.宜定期補充與學生習活動有關之資源(如：相關的圖書、期刊雜

342



誌、多媒體視聽教材等)。

教學
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符合科技領域課程之理念、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並適合學生之認知能力與身心發展。 2.教材編
寫應注意教材之連貫性，如有先後順序關係之內涵，則須循序漸進介紹，並應注意教材內容應具時代性及前瞻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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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資源、學習
評量、延伸教材等內容，以利教學之實施。學生學習手冊則供學生進行學習活動時使用。 4.教材之範例、說明與教學活動設計
應配合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習經驗，並兼具趣味性與挑戰性。 5.教材所使用之文字、圖片和資料宜重視性別平等及尊重人權的
理念，並避免有違國情與善良風俗。 6.教材文字之敘述應力求生動活潑與淺顯易懂，避免使用過多之專業術語。 7.為增進科
技學習的廣度教材編選可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的素材。學習表現如分析、思辨與批判人與科
技、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可與環境教育與海洋教育作適當之結合。 (二)教學方法 1.資訊科技之「演算法」與「程式設計」
教學宜教導學生運用「演算法」分析問題、設計解題方法，兼以「程式設計」實踐解題程序以解決問題，兩者環環相扣，不宜
分別教學。課程規劃並應列舉與學生日常生活與學習相關之實例，以激發學生學習演算法與程式設計解決問題之興趣。 2.教學
單元目標之設定與學習活動之安排，應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輔導學生循手腦並用的程序，兼顧認知、情意、技能及能力等四
大面向之均衡發展。 3.科技領域之教學需在專科教室實施，過程中可適時輔以校外參訪等教學活動。 4.教師應於每學期上課
前確定學校可提供教學所需之軟、硬體設備，並確認其安全性與合法性。 5.對身心障礙或有其他特殊需求之學生，教師應協調
學校或社福單位提供教學設備之操作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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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6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烘焙實務
英文名稱 Baking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使學生熟悉烘焙材料特性，並正確使用相關器具與設備，熟練烘焙產品的 製作方法。
二、培養學生正確的工作態度和習慣。
三、引起學生對烘焙技術的興趣。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緒論 1.烘焙歷史與文化
2.烘焙食品分類 3

(二)(二) 烘焙實務課
程 設備、器具

1.烘焙實務課程設備及使用方法
2.烘焙實務課程之器具及使用方法 3

(三)(三) 專業倫理與
烘焙教室守則

1.職場專業倫理
2.食品衛生安全
3.烘焙實習教室守則
4.烘焙實習流程

3

(四)(四) 烘焙計算
1.烘焙度量衡換算
2.烘焙百分比與實際百分比
3.烘焙材料用量計算
4.烘焙成本計算

3

(五)(五) 烘焙原料

1.麵粉
2.糖
3.鹽
4.酵母
5.水
6.油脂
7.乳製品
8.巧克力及可可粉
9.蛋
10.膨大劑
11.乳化劑
12.食用膠

3

(六)(六) 麵包製作
1.麵包的定義與分類
2.麵包製作的材料
3.麵包製作方式
4.麵包製作流程
5.麵包品質鑑定

6

(七)(七) 蛋糕產品
1.麵糊類蛋糕
2.乳沫類蛋糕
3.戚風類蛋糕

9

(八)(八) 西式點心產
品

1.西式點心概論
2.各類西式點心介紹 3

(九)(九) 餅乾產品
1.餅乾的介紹
2.麵糊類餅乾
3.乳沫類餅乾

12

(十)(十) 烘焙產品裝
飾

1.奶油裝飾
2.鮮奶油裝飾
3.糖凍霜飾
4.蛋白霜飾
5.巧克力裝飾

12

(十一)(十一) 烘焙新
知

1.冷凍麵糰
2.預拌粉
3.健康取向烘焙產品
4.機能素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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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 烘焙食
品包裝

1.烘焙食品包裝概說
2.烘焙原料產品特性及包裝材料之應用
3.烘焙食品常用之包裝方法
4.烘焙食品包裝之標示
5.產品包裝設計

6

(十三)(十三) 烘焙食
品的品質、衛生與安
全

1.烘焙食品品質管制
2.烘焙食品衛生與安全
3.烘焙食品常見的品質問題

3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
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
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
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
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
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
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
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
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
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
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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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6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中式點心製作實習
英文名稱 Chinese Dessert Preparing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瞭解中式點心的特性與分類
二、瞭解各項材料的特性
三、學習製作各式麵食、米食與雜糧點心
四、熟練各類點心基礎的製作技巧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緒論 第一節 認識中式點心
第二節 中式點心的歷史演進 3

(二)(二) 中式點心
設備、器具 及材料

第一節 中式點心常用之設備及使用方法
第二節 中式點心常用之器具及使用方法
第三節 中式點心常見之材料及特性

3

(三)(三) 專業倫理
與 烘焙教室守則

第一節 職場專業倫理
第二節 食品衛生安全
第三節 烘焙實習教室守則
第四節 中式點心實習流程

6

(四)(四) 中式點心
的分類

第一節 水調(和)麵類點心
第二節 發麵類點心
第三節 酥(油)皮類點心
第四節 糕(漿)皮類點心
第五節 米食類點心
第六節 創意點心

6

(五)(五) 水調(和)
麵類

第一節 蟹黃鮮燒賣
第二節 鮮蝦翡翠餃
第三節 韭菜鮮蝦餅
第四節 火腿墨魚餃
第五節 鮮蝦魚翅餃

6

(六)(六) 發麵類
第一節 晶瑩蒸饅頭
第二節 雪白豆沙包
第三節 豐味菜肉包
第四節 奶油馬拉盞
第五節 油炸開口笑

6

(七)(七) 酥(油)皮
類

第一節 芝麻蛋黃酥
第二節 洋蔥咖哩餃
第三節 蘿蔔絲餅糕
第四節 豆沙菊花酥

6

(八)(八) 糕(漿)皮
類

第一節 廣式純月餅
第二節 廣式焗月餅
第三節 奶香鳳梨酥
第四節 酥皮雞蛋塔

6

(九)(九) 米粒類
第一節 紫米珍珠丸
第二節 圓盅臘味飯
第三節 皮蛋瘦肉粥
第四節 蜜餞八寶粥

6

(十)(十) 漿粿粉類
第一節 家鄉鹹水餃
第二節 手扎糯米碎
第三節 酒釀沙湯圓
第四節 臘味蘿蔔糕

6

(十一)(十一) 創意
點心

第一節 芋頭西米露
第二節 蓮子紅豆沙
第三節 藍莓鮮奶酪
第四節 起酥抹茶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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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 創意
點心

第一節 山藥百寶袋
第二節 荷邊蟹肉餃
第三節 香芹鮭魚餃
第四節 腐皮鮮蝦捲

6

(十三)(十三) 創意
點心

第一節 蜂巢芋頭酥
第二節 干貝鑲豆腐
第三節 香煎水晶包

6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
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
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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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7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西餐烹調實習
英文名稱 Western culinary art Preparing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瞭解烹飪必備之相關專業知識、技能與理念。
二、瞭解西餐的起源與特色。
三、熟練各種食物材料切割技巧。
四、熟練西餐基本烹調技巧。
五、養成良好衛生習慣及工作習慣。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緒論
1.西餐的定義
2.西餐的起源、演進、發展
3.西餐工作人員具備的條件 3

(二)(二) 西餐烹調
設備、器具 及材料

1.廚房設備與工具認識
2.廚房組織編制與職責
3.廚房運作區域及工作內容 3

(三)(三) 專業倫理
與 西餐教室守則

1.職場專業倫理
2.食品衛生安全
3.西餐實習教室守則
4.西餐烹調實習流程

3

(四)(四) 西餐常用
材料分類

1.肉品類(牛、豬、羊、雞)
2.海鮮類(魚、蝦、貝、蟹)
3.蔬菜類(葉菜類、根莖類、豆類)
4.乳製品(牛奶、起司、奶油、鮮奶油)
5.香料類(賦香香料、著色香料、矯臭香料)

3

(五)(五) 義大利麵
醬類

1.青醬的製作
2.紅醬的製作
3.奶油醬的製作
4.肉醬的製作
5.黑醬的製作

6

(六)(六) 三明治類
1.總匯三明治
2.手工牛肉漢堡
3.義式潛艇堡
4.法國煙煄火腿三明治
5.德式熱狗堡

9

(七)(七) 蛋類
1.起士恩力蛋
2.西班牙歐姆蛋
3.法式嫩炒蛋
4.西式烤蛋

9

(八)(八) 主菜類
1.義式烤春雞
2.墨西哥烤肋排
3.香煎菲力佐鮮蔬
4.鐵板和牛佐紅酒醬汁

12

(九)(九) 配菜類
1.奶油馬玲薯泥
2.茄汁鷹嘴豆
3.烤紅、黃甜椒泥
4.義式紅酒醋漬小蕃茄

12

(十)(十) 海鮮類
1.鹽焗海鱸魚
2.涼拌干貝沙拉
3.香煎大蝦佐白酒醬汁
4.辣味香炸白肉魚

12

1.巧克力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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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 西式
點心

2.焦糖布丁
3.藍莓鮮奶酪
4.起酥抹茶派

12

(十二)(十二) 西式
點心

1.早餐煎餅
2.西式原味蛋捲
3.水果樂園蜜糖土司
4.牛奶棒

12

(十三)(十三) 西式
沙拉

1.主廚沙拉
2.翠綠沙拉
3.德式馬玲薯溫沙拉

12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
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
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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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7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西式點心製作實習
英文名稱 Western Dim Sum Making Internship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使學生熟悉烘焙材料特性，並正確使用相關器具與設備，熟練烘焙產品的 製作方法。
二、培養學生正確的工作態度和習慣。
三、引起學生對烘焙技術的興趣。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緒論 第一節實習教室安全教育宣導
第二節西點製作概論 3

(二)二 烘焙機
器設備與工具

第一節機具設備介紹
第二節器具介紹 3

(三)三 烘焙材
料介紹

第一節麵粉
第二節糖
第三節油脂
第四節蛋
第五節乳製品
第六節鹽
第七節水
第八節膨大劑

6

(四)四 烘焙材
料介紹

第九節乳化劑
第十節巧克力與可可
第十一節堅果類
第十二節水果類
第十三節酒類
第十四節色素
第十五節香料與香精
第十六節膠凍原料

6

(五)五 度量衡
與烘焙計算

第一節度量衡的換算
第二節配方運算 6

(六)六 蛋糕製
作概論

第一節蛋糕的材料
第二節麵糊類蛋糕
第三節乳沫類蛋糕

18

(七)七 蛋糕製
作概論

第四節戚風類蛋糕
第五節蛋糕裝飾
第六節蛋糕評量與鑑賞

15

(八)八 各式西
式點心

第一節塔類
第二節派類
第三節冷凍類西點

15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350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
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
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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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7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創業小吃實務
英文名稱 Startup Snack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5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製作台灣特有風味小吃必備之專業知識
二、啟發學生學習創業小吃專業技術的興趣
三、創業小吃料理等技巧示範及實作技能指導

教學內容
主要單
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
米漿類I

第一節 金磚芋粿
第二節 福州XO醬炒年糕
第三節 客家鹹湯圓
第四節 客家粿粽

12

(二)(二)
米漿類II

第一節 發糕
第二節 臘味蘿蔔糕
第三節 福州乾拌麵條
第四節 客家菜脯米碗粿

12

(三)(三)
麵類

第一節 大腸蚵仔麵線
第二節 小卷米粉湯
第三節 油豆腐細粉湯
第四節 金瓜米粉

12

(四)(四)
米飯類

第一節 筒仔米糕
第二節 三色臘味飯
第三節 筍乾爌肉飯
第四節 干貝養生紫米肉粽

12

(五)(五)
羹湯類I

第一節 養生枸杞牛蒡排骨盅
第二節 四神湯
第三節 苦瓜排骨湯
第四節 米苔目湯

12

(六)(六)
羹湯類II

第一節 清湯赤肉羹
第二節 花枝羹
第三節 排骨酥湯
第四節 魚翅羹

12

(七)(七)
粉漿類

第一節 綠豆煎餅
第二節 彰化肉圓
第三節 甜不辣
第四節 南瓜煎餅

12

(八)(八)
發酵類

第一節 水煎包
第二節 叉燒包
第三節 豆沙包
第四節 鮮肉包

12

(九)(九)
燙麵類

第一節 韭菜盒子
第二節 泡菜鍋貼
第三節 千層抓餅
第四節 小籠包

12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

一、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二、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三、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
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
表現配合使用。
四、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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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五、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
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六、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
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七、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一、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
他教學資源。
二、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
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三、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四、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五、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
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六、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
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
生技術 能力。
七、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
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
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
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
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
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
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
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
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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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7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餐旅日文會話實務
英文名稱 Food and Beverage Japanese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運用進階文法及聽力訓練之基礎。
二、學習中之理解與表達能力，課程中將側重於日文講解說明、即席問答、
個案研討及聽力測驗。
三、學習日式餐飲業之Service Program、顧客訴願對應以及中餐簡介等技巧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平假名
教學

第一節 ?????????。
第二節 ?出迎?。 12

(二)（二）第1-2
課

第一節 ?出迎?。
第二節 ????。 12

(三)（三）第3課 第一節 ????。
第二節 日本料理-單語、文型練習。 12

(四)（四）片假名
教學

第一節 日本料理-會話練習。
第二節 中華料理-單語、文型練習。 12

(五)（五）第4-5
課

第一節 ?????????　（電話）予約。
第二節 ??計。 12

(六)（六）第6課 第一節 電話應對單語　文型練習
第二節 ??計Ⅱ-會話練習 1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一、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二、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三、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
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
表現配合使用。
四、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
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五、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
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六、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
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七、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坊間書局出版專業用書。
2.本校教師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建議以上基本句型及時態變化可增加。
2.CD補充教材以利會話練習。
3.加強旅館專業用語字彙。
4.旅館專業用語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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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7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宴會餐飲實習
英文名稱 Banquet Cuisine Preparing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餐飲管理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5/4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認識宴會餐飲的意義與精神
二、具備宴會餐飲菜單設計與製作的能力
三、具備宴會餐飲成本與量的控制的專業知能
四、熟悉宴會餐飲服務的流程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夏
天饕客

第一節 酥脆響鈴
第二節 魚肚豆腐羹
第三節 白玉火鴨卷
第四節 鮮露筍炒蝦片

9

(二)(二)夏
天饕客

第一節 香橙脆肉脯
第二節 香茅鹽焗烏頭魚
第三節 上湯水餃麵
第四節 綠茶凍糕

9

(三)(三)秋
天宴會

第一節 麻辣蒜香鴨舌
第二節 沙窩雲吞雞
第三節 荷葉籠仔蒸糯米腩排
第四節 菊花炒三絲

9

(四)(四)秋
天宴會

第一節 蜜汁叉燒拼法包
第二節 芝士百花球
第三節 鹹魚蝦乾菜粒炒飯
第四節 荔芋椰香西米露

9

(五)(五)特
色秋宴

第一節 瑞士口水雞
第二節 瑤柱冬蓉羹
第三節 順德焗膏蟹
第四節 百花煎釀小棠菜

9

(六)(六)特
色秋宴

第一節 雙色炒蝦仁
第二節 柱候荔芋燜鴨
第三節 雜菌蝦籽燜伊麵
第四節 薑汁撞奶

9

(七)(七)春
節盛宴

第一節 芥末沙律蝦
第二節 花旗參燉竹絲雞
第三節 梅子蒸花蟹
第四節 法式焗釀清口

9

(八)(八)春
節盛宴

第一節 翡翠金銀帶子
第二節 蠔鼓臘味生菜包
第三節 鳳梨海鮮炒飯
第四節 白玉雪影

9

(九)(九)豐
盛年節菜

第一節 香芹脆拌雞絲
第二節 迷你佛跳牆
第三節 古法蒸桂花魚
第四節 西施炒蝦仁

9

(十)(十)豐
盛年節菜

第一節 生財紅燒元蹄
第二節 脆皮沙薑雞
第三節 臘味糯米飯
第四節 銀耳紅蓮雪梨糖水

9

(十一)(十
一)清新素
宴

第一節 脆皮滷豆腐
第二節 雪耳野菌菇
第三節 碧綠玉子環
第四節 羅漢腐皮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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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
二)清新素
宴

第一節 素瑤柱百合炒金栗
第二節 椰香南瓜盅
第三節 素丁雙色炒飯
第四節 花旗參桂花糕

9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
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
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
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
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
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
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
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
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
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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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7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 Project Study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要使學生瞭解專題製作之格式、步驟及程序。
二、培養學生提倡理論與實作並重的理念、達到創新之能力。
三、訓練學生在構想設計、系統整合、實驗驗證及成果報告撰寫過程中學習到專題相關領域的一些理論與技術。
四、養成敬業樂群、負責、勤奮、有秩序、有計劃及安全的工作態度。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第1章專題通論學
後評量

1.專題製作的意義
2.專題製作的目的 
3.專題製作流程

14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二)第2章主題選定與
計畫書的擬定

1.成員選擇與主題選定原則 
2.資料蒐集 
3.專題計畫書架構 
4.撰寫專題計畫書

15

(三)第3章專題製作歷
程

1.研究方法 
2.進度掌握 
3.專題實施注意事項 
4.專題歷程檔案

12

(四)第4章專題製作報
告格式

1.格式說明 
2.撰寫專題報告 6

(五)第5章 專題評量
與發表

1.專題評量 
2.專題延伸 12 第三學年

第二學期

(六)第6章 書面方式
呈現

1.團隊方式的編輯法 
2.格式設定的流程及建議 
3.提高工作效率---認識樣式 
4.使用文件範本 
5.認識大綱主控文件模式 
6.編輯技巧 
7. 輸出 (報告呈現，印出或輸出至PDF，SWF等) 
8.Word專題範本的使用

14

(七)第7章 網頁方式
呈現一、編輯專題內
容

1.認識網頁編輯軟體
2.不需編輯軟體的網頁呈現方式
3.細說TOPIC專題網平臺

14

(八)第8章 簡報／口
頭方式報告

1.簡報成功的關鍵 
2.建立簡報架構 
3.內容編輯 (簡報設計原則) 
4.專題簡報範本 
5.建立簡報環境 
6.演練 (口頭報告技巧) 
7.檢討改善

21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
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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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
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
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
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
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
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
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
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
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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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7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資訊科技應用
英文名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2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2.培養正確的科技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3.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4.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5.理解科技產業與職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6.發展科技研發與創作的興趣，建立從事相關職業之志向。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雲端
系統介紹

1.Chrome系統雲端系統介紹
2.Google進階搜尋技巧實作
3.Google雲端硬碟操作技巧
4.利用Gmail建立高效能管理
5.利用Google+建立社群

4

(二)(二)雲端
系統應用實
務

1.Google文件編製實務
2.Google簡報製作實務
3.利用Google試算表簡化工作流程
4.利用表單建置問卷

6

(三)(三)雲端
系統多媒體
製作實務

1.利用Youtube建立自己的影音頻道
2.地圖應用-編製路徑
3.利用協作平台建立網站
4.規劃自己的Bloger
5.利用Google Earth建立Tour Path

6

(四)(四)圖塊
式程式設計
應用

1.Scratch系統介紹
2.Scratch程式設計應用(選擇性結構、重覆性結構)
3.利用Scratch連結外部模組

8

(五)(五)程式
語言簡介

1.程式語言介紹
2.Python程式系統環境實作
3.Python的基本輸出與輸入
4.Python的選擇結構?述
5.Python的迴圈結構

12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學習評量應涵蓋 科技知識、態度操作能與統合能力 等四大面向，並兼重形成性和總結的評量，且必須兼顧學生之個
別差異。
2.科技知識方面之評量宜涵蓋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等各認知層次，評量之設計應以靈活、富創意情境
化與多樣為目標，並儘量開放式問題訓練學生之思辨能力。
3.科技態度方面宜涵蓋評價、運用興趣與等情意層次，並透過教師日常觀察學生自我評量與同儕互等方式為之。
4.操作技能方面之評量宜涵蓋知覺、準備模仿機械學習複雜反應創作等技能層次，並透過實作測驗、專題製學習歷程
檔案或業方式為之且應考查生日常次，並透過實作測驗、專題製學習歷程檔案或業方式為之且應考查生日常 表現與行
為習慣之改進。
5.統合能力方面之評量宜涵蓋設計、 創新解決問題團隊合作、批判思考等能力，並透過實地觀察、面談作評量專題製
學習歷程檔案等方式為之。
6.評量應具有引導學生自我反思與改善習的功效，以培養其後設認知能力。
7.教師對材編選、學策略班級管理等工作，應參考生的評量結果做自我的教學的評鑑與調適。

教學資源

1.資訊科技課程需在資訊科技專教室進行教學，學校可根據授師之授課需要採購適切之軟硬體設備(電腦、應用軟體、
新興科技工具與平台等)，或採自由軟體進行教學。
2.資訊科技專教室內的器材、工具或機等設備擺放與架應有適切的規劃，並設有安全防護與應急措施。需使用工具、機
和備時特別指導學生對機具的使用方法和操作安全，並妥善管理。
3.學校和本領域師均須重視科技日新月異的特性，提供參與有關專業發展活動。
4.宜定期補充與學生習活動有關之資源(如：相關的圖書、期刊雜誌、多媒體視聽教材等)。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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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
項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符合科技領域課程之理念、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並適合學生之認知能力與身心發展。
2.教材編寫應注意教材之連貫性，如有先後順序關係之內涵，則須循序漸進介紹，並應注意教材內容應具時代性及前
瞻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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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設
計、教學資源、學習評量、延伸教材等內容，以利教學之實施。學生學習手冊則供學生進行學習活動時使用。
4.教材之範例、說明與教學活動設計應配合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習經驗，並兼具趣味性與挑戰性。
5.教材所使用之文字、圖片和資料宜重視性別平等及尊重人權的理念，並避免有違國情與善良風俗。
6.教材文字之敘述應力求生動活潑與淺顯易懂，避免使用過多之專業術語。
7.為增進科技學習的廣度教材編選可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的素材。學習表現如分析、思
辨與批判人與科技、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可與環境教育與海洋教育作適當之結合。
(二)教學方法
1.資訊科技之「演算法」與「程式設計」教學宜教導學生運用「演算法」分析問題、設計解題方法，兼以「程式設計」
實踐解題程序以解決問題，兩者環環相扣，不宜分別教學。課程規劃並應列舉與學生日常生活與學習相關之實例，以激
發學生學習演算法與程式設計解決問題之興趣。
2.教學單元目標之設定與學習活動之安排，應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輔導學生循手腦並用的程序，兼顧認知、情意、技
能及能力等四大面向之均衡發展。
3.科技領域之教學需在專科教室實施，過程中可適時輔以校外參訪等教學活動。
4.教師應於每學期上課前確定學校可提供教學所需之軟、硬體設備，並確認其安全性與合法性。
5.對身心障礙或有其他特殊需求之學生，教師應協調學校或社福單位提供教學設備之操作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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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7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習
英文名稱 Basic Practice of Robot Bicycl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更換煞車、車輪相關構件
二、更換引擎總成相關構件
三、檢查與調整引擎
四、更換電系相關構件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
註

(一)第1章更換煞
車、車輪相關機件

1.工業安全與衛生相關規定宣導
2.說明更換無內胎輪胎(含氣嘴總成)、更換後輪鼓式煞車來令片總成、更換碟式煞車總泵及煞車煞車軟
管、更換碟式煞車來令片及煞車分泵

12

(二)第2章更換引
擎總成相關構件

1.了解更換引擎總成相關構件
2.說明拆裝變速移位機構及變速齒輪組、更換V型(皮帶式)無段自動變速機構構件、更換汽缸蓋(頭)、凸
輪軸及正時齒輪(鏈輪)、更換離合器磨擦片與離合器自由間隙調整

12

(三) 第3章檢查與
調整引擎

1.了解檢查與調整引擎
2.說明更換離合器磨擦片與離合器自由間隙調整、檢查汽油噴射引擎構件與使用診斷儀器、更換汽油噴
射引擎燃油泵總成與檢查油壓、檢查及調整引擎汽門間隙、工業安全與衛生相關規定

15

(四) 第4章更換電
系相關構件

1.了解更換電系相關構件
2.說明更換發電機總成及測量充電電流、電壓、測量、更換點火線圈及火星塞、測量、更換頭燈開關及
燈泡、測量、更換煞車開關及燈泡、測量、更換方向燈開關及燈泡、使用三用電錶

15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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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解決問題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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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7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器腳踏車檢修實習
英文名稱 Robotic bicycle maintenance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更換電系相關構件
二、?合保養
三、使用量具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
註

(一) 第4章更換
電系相關構件

1.了解更換電系相關構件
2.說明更換發電機總成及測量充電電流、電壓、測量、更換點火線圈及火星塞、測量、更換頭燈開關及燈
泡、測量、更換煞車開關及燈泡、測量、更換方向燈開關及燈泡、使用三用電錶

21

(二)第5章?合
保養 1.了解?合保養

2.說明更換前輪避震器、更換引擎機油、齒輪油及清潔機油濾網、更換驅動鏈條、更換車身覆蓋
12

(三)第6章使用
量具 1.了解使用量具

2.說明使用量具
21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
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解決問題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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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
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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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7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工電子實習
英文名稱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4 6

學分數 4 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使學生認識各種電工電子之名稱、規格及用途。
二、使學生熟悉各種電工電子之工作原理。
三、使學生瞭解各種電工電子之理論。
四、能思辨勞動法令規章與相關議題，省思自我的社會責任。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 第一章工場環
境與環保之認識

1.工場環境、安全與衛生
2.基本工具與設備的使用與保養 3

(二) 第二章導線的
連接及銲接

1.導線的認識與選用
2.剝線的練習
3.麵包板的認識與使用
4.導線的連接與絕緣
5.銲接要領及實作

12

(三) 第三章常用電
子儀器之使用

1.多功能電錶的使用
2.電源供應器的使用
3.示波器的使用
4.信號產生器的使用
5.本章實習

9

(四)第四章電阻、
電壓及電流之量測

1.電阻的種類與認識
2.電阻器的識別與電阻量測
3.交/直流電壓的量測
4.直流電流的量測

6

(五) 第五章直流電
路實驗

1.歐姆定律實驗
2.電阻串、並聯電路實驗
3.克希荷夫電壓、電流定律實驗

12

(六) 第七章磁與電
之應用

1.磁的基本特性實驗
2.電磁效應
3.電磁感應
4.繼電器的量測

6

(七)第八章變壓器
實驗

1.升壓、降壓實驗
2.變壓器應用電路 6

(八)第九章二極體
電路實驗

1.二極體的作用原理及量測
2.半波整流與全波整流電路實驗
3.電容濾波電路實習
4.稽納二極體的特性曲線實驗
5.穩壓電路實驗
6.發光二極體的作用原理與應用

9

(九) 第十章電晶體
電路實驗

1.雙極性電晶體的構造及作用原理
2.電晶體的量測 
3.雙極性電晶體的特性曲線實驗 
4.雙極性電晶體開關電路的應用

9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
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
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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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
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
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
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
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解決問題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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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8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系實習
英文名稱 Electrical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4

學分數 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電路系統之工作原理。
(二)具備使用基本工具與設備之能力。
(三)培養熟練、正確地閱讀修護手冊、零件手冊、電路圖等。
(四)具備保養與調整電路系統之能力。
(五)具備更換電路系統零組件之能力。
(六)具備工場安全及環境保護觀念與素養。
(七)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環境
與環保介紹

1.工場安全與衛生介紹
2.基本工具與設備的使用與保養
3.工場廢棄物之認識與回收

2

(二)儀器設備
使用

1.多功能電錶
2.比重計
3.一般充電機使用
4.快速充電機使用

6

(三)電瓶
1.電瓶認識
2.電瓶保養及檢查
3.電瓶充電
4.電瓶性能測試

16

(四)起動系統
1.起動系統配線
2.起動馬達分解、檢查及組合
3.起動馬達性能試驗
4.起動系統故障檢修

12

(五)充電系統
1.充電系統配線
2.發電機拆裝及皮帶調整
3.發電機分解、檢查及組合
4.發電機性能試驗
5.充電系統故障檢修

12

(六)雨刷系統

1.雨刷系統配線
2.雨刷片更換
3.雨刷桿(含雨刷片)
4.雨刷馬達檢修及更換
5.噴水桶更換
6.噴水馬達檢修及更換

12

(七)聲光系統
1.內部照明系統配線
2.外部照明系統配線
3.喇叭系統配線

1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 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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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
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
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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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8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汽車柴油引擎實習
英文名稱 Diesel Engine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4

學分數 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認識柴油引擎及柴油引擎各機件的構造、規格及工作原理。
二、熟練地拆卸、分解、檢修、組合、安裝及調整各總成的基本技能，且能正
確使用工具與儀器。
三、養成敬業樂群、負責、勤奮、有秩序、有計畫及安全的工作態度。
四、培養學生具備職場環境保護觀念與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第1章噴油嘴 1.噴油嘴拆裝與分解、組合
2.噴油嘴試驗 8

(二)第2章供油泵試驗 1.供油泵之介紹及性能測試 4
(三)第3章汽缸壓縮壓
力試驗　 1.柴油引擎汽缸壓縮壓力試驗 8

(四)第4章柴油引擎起
動

1.起動柴油引擎
2.燃料系統排放空氣
3.預熱系統配線的檢查

8

(五)第5章柴油引擎調
整

1.校正噴油正時
2.怠速調整
3.柴油引擎正時燈及轉速錶的使用

12

(六)第6章噴射泵試驗
1.噴射泵試驗器的操作
2.噴油正時的檢查及調整
3.噴油量的檢查及調整
4.調速器的檢查及調整
5.SD-22型引擎VE噴射泵之試驗

4

(七)第7章柴油引擎各
機件拆裝與分解組合

1.供油泵的拆裝、分解及組合
2.線列式噴射泵的拆裝
3.VE型分配式噴射泵的分解、組合
4.預熱塞、配線、檢查 
5.更換柴油濾清器

12

(八)第8章渦輪增壓系
統

1.渦輪增壓器的分解、組合
2.增壓器的檢查 4

(九)第9章共軌式電腦
控制柴油引擎檢修

1.共軌式電腦控制柴油引擎之控制系統檢修
2.共軌噴射系統油路檢修 1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
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
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
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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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
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
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
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
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
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解決問題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
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
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
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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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8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電製圖實習
英文名稱 Mechatronics Drawing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4

學分數 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製圖之基本配備及使用法，並能繪製各種線條。
(二)培養閱讀工程圖，以增進製造及修護各種動力機械之能力。
(三)培養正確以徒手或製圖設備、電腦輔助設備繪製工程圖。
(四)了解並熟悉機電符號，並培養能以徒手或製圖設備、電腦輔助繪圖設備繪製各種機電圖。
(五)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環境與
環保介紹

1.工場安全與衛生介紹
2.基本工具與設備的使用與保養 2

(二)製圖設備與
儀器

1.識圖與製圖之重要性
2.製圖紙的規格
3.製圖設備與用具
4.電腦輔助製圖概要

2

(三)線法、字法
及應用幾何畫法

1.線條的種類與畫法
2.線條的交接畫法
3.工程字的寫法
4.等分線段、圓弧與角
5.垂直線與平行線
6.多邊形畫法
7.相切與切線

4

(四)正投影

1.投影法與投影圖之種類
2.第一角與第三角投影
3.點、線、面、體之投影
4.視圖線條之意義
5.曲線之投影
6.視圖之選擇與排列
7.線條之優先順序
8.正投影視圖畫法
9.立體圖畫法
10.識圖與製圖練習

10

(五)尺度標註與
註解

1.一般尺度
2.大小尺度及位置尺度
3.尺度標註方法
4.尺度選擇與安置
5.比例
6.尺度標註順序

6

(六)輔助視圖與
特殊視圖

1.單斜面輔助視圖
2.局部輔助視圖
3.局部視圖與局部放大視圖
4.轉正視圖
5.中斷視圖
6.虛擬視圖

6

(七)剖視圖

1割面與剖面
2.全剖面與半剖面
3.局部剖面及輔助剖面
4.旋轉及移轉剖面
5.轉正剖面
6.多個剖面視圖
7.剖視圖中隱藏線之省略
8.不加剖視之部位

6

(八)電機電子符 1.基本電路元件符號
2.配線符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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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3.半導體及數位元件符號

(九)電路圖
1.基本電路圖繪製
2.電子應用電路圖繪製
3.控制電路圖繪製

6

(十)管路圖
1.管路與管路圖
2.管路符號
3.平面管路圖
4.立體管路圖

6

(十一)基礎電腦
輔助繪圖

1.座標系統介紹及指令輸入
2.繪圖指令
3.修改指令
4.尺寸標註指令
5.剖面線與文字輸入
6.幾何圖形綜合練習
7.機電工程製圖綜合練習

20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
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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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8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器腳踏車綜合實習
英文名稱 Comprehensive internship on robotic bicycle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更換煞車、車輪相關構件
二、更換引擎總成相關構件
三、檢查與調整引擎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
註

(一) 第1章認識
機車及車殼拆裝

1.了解?合保養
2.說明更換前輪避震器、更換引擎機油、齒輪油及清潔機油濾網、更換驅動鏈條、更換車身覆蓋 9

(二)第2章機車
的保養

1.了解更換引擎總成相關構件
2.說明拆裝變速移位機構及變速齒輪組、更換V型(皮帶式)無段自動變速機構構件、更換汽缸蓋(頭)、凸輪
軸及正時齒輪(鏈輪)、更換離合器磨擦片與離合器自由間隙調整

9

(三) 第3章燃油
系統檢修

1.了解檢查與調整引擎
2.說明更換離合器磨擦片與離合器自由間隙調整、檢查汽油噴射引擎構件與使用診斷儀器、更換汽油噴射
引擎燃油泵總成與檢查油壓、檢查及調整引擎汽門間隙、工業安全與衛生相關規定

12

(四) 第4章點火
及潤滑系統檢修

1.了解更換電系相關構件
2.說明更換發電機總成及測量充電電流、電壓、測量、更換點火線圈及火星塞、測量、更換頭燈開關及燈
泡、測量、更換煞車開關及燈泡、測量、更換方向燈開關及燈泡、使用三用電錶

9

(五) 第5章電系
系統

1.了解更換電系相關構件
2.說明更換無內胎輪胎(含氣嘴總成)、更換後輪鼓式煞車來令片總成、更換碟式煞車總泵及煞車煞車軟
管、更換碟式煞車來令片及煞車分泵

9

(六)第6章使用
量具

1.了解使用量具
2.說明使用量具 6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 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
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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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374



表附表附2-3-8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器腳踏車綜合檢修實習
英文名稱 Motorcycle Service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認識機車各機件的構造、規格及工作原理。
二、熟練地拆卸、分解、檢修、組合、安裝及調整各總成的基本技能，且能正確使用工具與儀器。
三、養成敬業樂群、負責、勤奮、有秩序、有計畫及安全的工作態度。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一)第1章 工廠
（場）環境與環保介
紹

1.工廠（場）安全與衛生介紹 
2.基本手工具的使用與保養
3.職場廢棄物之認識、資源再利用與環保行為

3

(二)(二)第2章　引擎
工作原理

1.往復活塞式引擎的工作原理
2.往復活塞式引擎的分類 
3.二行程往復活塞式引擎的工作原理 
4.四行程往復活塞式引擎的工作原理 
5.二行程汽油引擎與四行程汽油引擎之比較 
6.引擎基本性能

9

(三)(三)第3章　引擎
本體與附屬組件認識

1.引擎本體系統 
2.進、排氣系統 3

(四)(四)第4章　引擎
分解、清洗與組合

1.引擎常用量具的使用 
2.修護手冊的認識及使用 
3.引擎分解 
4.引擎組合與試動

9

(五)(五)第5章　燃油
系統

1.汽油種類及性質 
2.汽油的燃燒 
3.燃油系統工作原理 
4.汽油濾清器檢查與更換 
5.汽油泵檢查與更換

9

(六)(六)第6章　潤滑
系統

1.潤滑系統工作原理、構造與作用 
2.機油、機油濾清器、齒輪油更換檢修 3

(七)(七)第7章　冷卻
系統

1.冷卻系統主要功能、工作原理、構造與作用
2.冷卻系統檢修 3

(八)(八)第8章　機車
電系

1.電瓶 
2.起動系統 
3.充電系統 
4.電子點火系統
5.噴射引擎控制系統 
6.聲光系統 
7.儀錶系統

3

(九)(九)第9章　底盤
系統

1.傳動系統 
2.煞車系統
3.懸吊系統 
4.轉向系統 
5.輪胎的構造與功用 
6.車架與車身覆蓋及坐墊 

3

(十)(十)第10章　電
動機車

1.概述 
2.電動車輛之定義與分類
3.電動機車的構造與工作原理 
4.電動機車未來的展望 
5.電動車輛檢修

6

(十一)(十一)第11章
　廢氣排放控制系統

1.前言 
2.機車排放汙染氣體種類及成因 
3.汙染氣體之種類及對人之影響 
4.排氣之顏色判斷故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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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減少機車汙染氣體之處置 
6.使用中車輛檢驗不合格之處理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
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
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
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
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
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
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
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
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
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
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
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
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
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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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8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車輛定期保養實習
英文名稱 Practice on regular maintenance of vehicle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寒假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第1章汽油引擎綜合實習
二、第2章底盤綜合實習
三、第3章電系綜合實習
四、第4章柴油引擎綜合實習
五、第5章其他相關實習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 第1章汽油
引擎綜合實習 1.了解引擎拆裝、分解、清洗、檢修、換件及組合及故障診斷與排除

2.說明引擎定期保養、馬力測試及性能綜合試驗
28

(二) 第2章底盤
綜合實習

1.了解引擎拆裝、分解、清洗、檢修、換件及組合及故障診斷與排除
2.說明引擎定期保養、馬力測試及性能綜合試驗 12

(三) 第3章電系
綜合實習

1.了解充電系統故障診斷、起動系統故障診斷與排除
2.說明聲光系統故障診斷與排除、電子零件檢測 12

(四) 第4章柴油
引擎綜合實習 1.了解噴油嘴檢查、調整與測試、噴油泵檢查與調整

2.說明預熱系統故障診斷與排除、柴油引擎發動、故障診斷與排除
12

(五) 第5章其他
相關實習 1.了解汽車空調實習、排氣淨化裝置檢修

2.說明其他相關實習
8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 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
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
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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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
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
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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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8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車身電器系統綜合檢修實習
英文名稱 Vehicle Body Electrical System Comprehensive Service and repair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汽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6 3

學分數 4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一學年暑假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車身電器檢修注意事項。
(二)培養正確拆裝及檢修車身電器各零組件。
(三)培養正確使用電錶、儀器設備，準確判斷車身電器系統故障及排除。
(四)培養正確使用示波器或專用儀器診斷車身網路系統。
(五)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環境與環
保介紹

1.工場安全與衛生介紹
2.基本工具及設備使用與保養
3.工場廢棄物之認識與回收

2

(二)車輛燈光系統
零組件檢修

1.修護手冊查閱
2.頭燈總成檢修
3.尾(後)燈總成檢修
4.頭燈開關檢修
5.前、後霧燈檢修
6.方向及危險警示燈檢修
7.煞車燈檢修
8.倒車燈檢修
9.牌照燈檢修
10.車內燈檢修
11.後行李箱燈檢修

16

(三)頭燈對光 1.白幕式
2.集光式 4

(四)車輛儀錶及警
告系統組件檢修

1.儀錶組總成更換
2.引擎機油警示檢修
3.引擎溫度警示檢修
4.冷卻液面警示檢修
5.擋風玻璃清洗液面警示檢修
6.剎車相關警示檢修
7.燃油錶檢修
8.車速感知器檢修
9.胎壓偵測系統檢修

18

(五)舒適與便利系
統檢修

1.車門飾板拆裝
2.電動窗檢修
3.電動門鎖檢修
4.電動天窗檢修
5.電動後視鏡檢修
6.倒車警示系統檢修
7.倒車影像顯示器系統檢修
8.定速系統檢修
9.防盜系統檢修
10.影音及導航系統檢修

20

(六)輔助氣囊檢修
1.輔助氣囊檢修安全注意
2.各氣囊總成更換
3.鐘型彈簧檢修
4.撞擊感知器檢修

6

(七)車身網路系統
檢修

1.車身網路架構
2.使用示波器觀察訊號異常
3.使用廠家專用儀器檢診

6

合計 72節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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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
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 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解決問題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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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8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油電混合動力基礎實習
英文名稱 Basic internship in oil-electric hybrid power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4

學分數 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寒假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了解油電混合動力車的種類。
二、能了解油電混合動力車的組件。
三、能了解油電混合動力車的作用原理。
四、能進行油電混合動力車的基本保養。
五、能進行油電混合動力車的基本維修。
六、其他動力來源之種類。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

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概述
1.概述
2.油電混合動力車的動力傳輸種類
3.油電混合動力車的優缺點
4.未來發展趨勢

6

(二)工作安全
與緊急處置

1.更改為防護器具使用及工作安全注意事項
2.更改為車輛救援與緊急處置
3.車輛回收處理

16

(三)動力傳輸
系統

1.引擎型式及特點
2.動力控制系統認識
3.變速箱、動力分配器認識及檢修
4.馬達/發電機認識及檢修
5.機電冷卻系統認識及檢修
6.轉換器系統認識及檢修

21

(四)電源系統
檢修

1.電源管理系統認識
2.輔助電池認識及檢修
3.高壓電池系統認識及檢修

12

(五)煞車系統
檢修 1.煞車系統認識及檢修 8

(六)車身電器
系統檢修

1.車身高壓電器系統認識及檢修
2.車身低壓電器系統認識及檢修
3.空調系統認識及檢修
4.資料通訊架構認識及檢修

9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
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
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
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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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
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
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
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
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
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
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
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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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8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動機車基礎實習
英文名稱 Basic internship in electric locomotives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汽車科

辦理方式 階梯式

授課節數 1/1

學分數 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階段二
第三學年階段四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電動機車維修授課方式，讓學生循序漸進學習。
二、電動機車維修照片均依據實車實地拍攝，引導學生正確學習。
三、原理解說實際操作示範，淺顯易懂。
四、電動機車認證標準和合格產品照片及電動機車補助政策。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第1章認識電
動機車

1.電動輔助自行車。
2.電動自行車。
3.小型輕型電動機車。
4.輕型電動機車。
5.電動機車的補助辦法

3

(二)第2章電動機
車維修概論

1.電的認識。
2.認識電路。
3.電動機車維修工具。
4.電動機車維修零件部品分析。
5.電動機車維修檢修方法。

9

(三)第3章電動機
車電池解析

1.電動機車電池的分類。
2.鉛酸電池。
3.鋰電池系列。
4.電動機車電池故障分析。

6

(四)第4章電動機
車充電器分析

1.電池的容量。
2.電池充電器方法。
3.電動機車鉛酸電池使用的充電器。
4.電動機車鋰電池使用的充電器。
5.充電器故障分析。
6.未來充電器－非傳導式充電器。
7.電動機車電池充電站／交換站。

9

(五)第5章電動機
車馬達

1.馬達的演進。
2.電動機（馬達）原理。
3.電動機車馬達。
4.電動機車之續航力計算。
5.電動機車馬達維修。

9

(六)第6章電動機
車馬達控制器

1.電動機車馬達轉速控制。
2.電動機車控制器功能。
3.電動機車控制器檢修。
4.電動機車其他元件檢修。

9

(七)第7章 電動機
車馬達維修實例

1.電動輔助自行車 - X 純牌為例。
2.電動自行車 - XE 牌為例。
3.電動自行車 - X 星電動自行車為例。 
4.電動自行車 - 寅 X 電動自行車為例。
5.電動機車 - 逸 X 電動機車為例。
6.電動機車常見故障解析。
7.電動機車保養注意事項。
8.電動機車維修人員服務觀念與態度。

9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
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術科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
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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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了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 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3.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實習工場宜裝置通風設備，並配置螢幕、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等輔助教學設備。
5.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課程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6.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
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7.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
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
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
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
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
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展予以增減。
8.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
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可製作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
講解時使用。
11.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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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基礎訓練及職前訓練課程規劃附件三、基礎訓練及職前訓練課程規劃

  

(一一)訓練課程內容訓練課程內容

表附表附3-1-1-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項次 共同課程 時數 項次 專業基礎課程 時數

1 勞動人權、勞動權益及建教合作簡介 4 1 引擎拆裝實習 24 
2 安全衛生 4 2 引擎調整實習 24 
3 相關科別介紹與行業特性及發展 2 3 底盤基礎實習 24 
4 工廠組織與勞資關係 2 4 汽車電路配電實習 24 
5 職場倫理(包括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 2 5 機車基礎實習 24 
6 群育活動 8  
7 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 2  

合計合計 24 合計合計 120
 

總計總計 144

說明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辦理「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以取得相關職業
科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益等相關知能」。

說明2. 前項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依「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公告辦理。
說明3. 共同課程及時數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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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3-1-2-1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項次 共同課程 時數 項次 專業基礎課程 時數

1 勞動人權、勞動權益及建教合作簡介 4 1 基礎電工實習 30 
2 安全衛生 4 2 基礎電路實習 30 
3 相關科別介紹與行業特性及發展 2 3 基礎儀表實習 30 
4 工廠組織與勞資關係 2 4 基礎電腦硬體實習 30 
5 職場倫理(包括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 2  
6 群育活動 8  
7 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 2  

合計合計 24 合計合計 120
 

總計總計 144

說明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辦理「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以取得相關職業
科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益等相關知能」。

說明2. 前項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依「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公告辦理。
說明3. 共同課程及時數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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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3-1-3-1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項次 共同課程 時數 項次 專業基礎課程 時數

1 勞動人權、勞動權益及建教合作簡介 4 1 基礎電工實習 30 
2 安全衛生 4 2 基礎電路實習 30 
3 相關科別介紹與行業特性及發展 2 3 基礎儀表實習 30 
4 工廠組織與勞資關係 2 4 基礎電腦硬體實習 30 
5 職場倫理(包括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 2  
6 群育活動 8  
7 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 2  

合計合計 24 合計合計 120
 

總計總計 144

說明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辦理「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以取得相關職業
科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益等相關知能」。

說明2. 前項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依「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公告辦理。
說明3. 共同課程及時數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作業要點」辦理。

387



表附表附3-1-4-1  家政群美容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家政群美容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項次 共同課程 時數 項次 專業基礎課程 時數

1 勞動人權、勞動權益及建教合作簡介 4 1 美髮基礎實習 60 
2 安全衛生 4 2 美膚基礎實習 40 
3 相關科別介紹與行業特性及發展 2 3 彩妝基礎實習 20 
4 工廠組織與勞資關係 2  
5 職場倫理(包括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 2  
6 群育活動 8  
7 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 2  

合計合計 24 合計合計 120
 

總計總計 144

說明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辦理「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以取得相關職業
科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益等相關知能」。

說明2. 前項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依「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公告辦理。
說明3. 共同課程及時數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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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3-1-5-1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餐旅群餐飲管理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項次 共同課程 時數 項次 專業基礎課程 時數

1 勞動人權、勞動權益及建教合作簡介 4 1 基本刀工 16 
2 安全衛生 4 2 中餐製作 20 
3 相關科別介紹與行業特性及發展 2 3 西餐製作 20 
4 工廠組織與勞資關係 2 4 烘焙製作 20 
5 職場倫理(包括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 2 5 餐旅服務 16 
6 群育活動 8 6 飲料製作 12 
7 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 2 7 餐飲概論 8 

8 營養及衛生 8 

合計合計 24 合計合計 120
 

總計總計 144

說明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辦理「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以取得相關職業
科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益等相關知能」。

說明2. 前項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依「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公告辦理。
說明3. 共同課程及時數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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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3-1-6-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辦理階梯式及其他式建教合作班職前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辦理階梯式及其他式建教合作班職前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項次 共同課程 時數 項次 專業課程 時數

1 勞動人權、勞動權益及建教合作簡介 4 1 機車基礎實習 32 
2 安全衛生 4 2 引擎拆裝實習 24 
3 相關科別介紹與行業特性及發展 2 3 引擎調整實習 24 
4 工廠組織與勞資關係 2 4 底盤基礎實習 24 
5 職場倫理(包括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 2 5 汽車電路配電實習 24 
6 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 2  

合計合計 16 合計合計 128
 

總計總計 144

說明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辦理「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以取得相關職業
科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益等相關知能」。

說明2. 前項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依「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公告辦理。
說明3. 共同課程及時數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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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專業基礎課程內容專業基礎課程內容

表附表附3-2-1-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課程內容一覽表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課程內容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項次 專業基礎課程 教學內容 時數

1 引擎拆裝實習

1 引擎零件認識

24
2 基本手工具認識與正確使用方法
3 量具使用
4 拆裝啟動馬達總成、發電機總成
5 拆裝化油器總成

2 引擎調整實習

1 引擎試動

24
2 正時燈、轉速表使用
3 怠速調校
4 點火正時校正
5 調整汽門腳間隙

3 底盤基礎實習

1 碟式煞車系統檢修

24
2 鼓式煞車系統檢修
3 煞車油之更換、檢查及放空氣
4 手動變速箱拆裝
5 自動變速箱拆裝

4 汽車電路配電實習

1 三用電錶之使用

24
2 電瓶充電及電水比重檢查
3 點火系統配線
4 喇叭系統配線
5 方向燈、警告燈配線

5 機車基礎實習

1 機車動力機構拆裝

24
2 機車引擎調整
3 機車傳動系統檢修
4 機車煞車系統檢修
5 機車電路系統檢修

合計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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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3-2-2-1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課程內容一覽表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課程內容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項次 專業基礎課程 教學內容 時數

1 基礎電工實習
1 使用基本手工具

302 辨認元件與符號
3 焊接練習

2 基礎電路實習

1 認識萬用板及麵包板

302 二極體的認識與使用
3 電晶體的認識與使用
4 電路實作

3 基礎儀表實習

1 三用電表的使用

302 基本儀表操作-直流電源供應器
3 基本儀表操作-示波器
4 基本儀表操作-函數波信號產生器

4 基礎電腦硬體實習

1 認識電腦的架構

302 認識電腦的硬體
3 作業系統的安裝
4 電腦硬體拆裝實作

合計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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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3-2-3-1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課程內容一覽表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課程內容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項次 專業基礎課程 教學內容 時數

1 基礎電工實習

1 電工工具使用及維護

30
2 導線連接與處理
3 PVC、EMT管、L型管製作
4 上下樓梯及電燈燈路控制
5 分電盤接線

2 基礎電路實習

1 認識萬用板及麵包板

302 二極體的認識與使用
3 電晶體的認識與使用
4 電路實作

3 基礎儀表實習

1 三用電錶之使用與量測電阻電流電壓

30
2 線路之量測
3 交直流電壓表電流表測量
4 接地電阻測量與絕緣量度
5 電子式高阻計測量

4 基礎電腦硬體實習

1 認識電腦的架構

302 認識電腦的硬體
3 作業系統的安裝
4 電腦硬體拆裝實作

合計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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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3-2-4-1  家政群美容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課程內容一覽表家政群美容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課程內容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項次 專業基礎課程 教學內容 時數

1 美髮基礎實習

1 美髮用具的認識與維護

60
2 洗髮前的準備工作實習
3 洗髮前的按摩實習
4 洗髮技術實習
5 頭髮保養實習

2 美膚基礎實習

1 皮膚的認識

40
2 皮膚保養的準備工作
3 保養品的使用實習
4 基本保養實習
5 按摩實習

3 彩妝基礎實習

1 化妝用具的認識

20
2 配色原理
3 認識粉底
4 各種眉型的畫法
5 化妝的基本技巧

合計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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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3-2-5-1  餐旅群餐飲管理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課程內容一覽表餐旅群餐飲管理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課程內容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項次 專業基礎課程 教學內容 時數

1 基本刀工

1 切割法的認識及運用

16
2 材料成型與菜餚切割法
3 刀法種類介紹
4 簡易水果盤切雕
5 飲品杯飾切雕

2 中餐製作

1 中餐烹調概論

20
2 食物的儲存
3 烹調前處理
4 基本烹調法-乾熱法
5 基本烹調法-濕熱法

3 西餐製作

1 西餐烹調概論

20
2 西式早餐、三明治製作
3 西式高湯及沙司製作
4 基本烹調法-乾熱法
5 基本烹調法-濕熱法

4 烘焙製作

1 烘焙概論

20
2 蛋糕類製作
3 西點類製作
4 麵包類製作
5 中點類製作

5 餐旅服務

1 餐廳、旅館設備器具認識

16
2 菜單、飲料單認識
3 餐飲禮儀
4 基本服勤技巧
5 房務作業

6 飲料製作

1 非酒精飲料

12
2 酒精性飲料
3 雞尾酒飲料
4 雞尾酒調製法
5 飲料的服務

7 餐飲概論

1 餐廳定義

8
2 餐飲商品構成要素
3 現代餐廳文化特性
4 餐廳種類
5 餐廳文化未來趨勢

8 營養及衛生

1 六大營養素

8
2 六大類食物
3 食品中毒
4 餐具的清洗管理
5 餐飲人員環境衛生管理

合計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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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3-2-6-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辦理階梯式及其他式建教合作班職前訓練專業課程內容一覽表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辦理階梯式及其他式建教合作班職前訓練專業課程內容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項次 專業課程 教學內容 時數

1 機車基礎實習

1 機車動力機構拆裝

32
2 機車引擎調整
3 機車傳動系統檢修
4 機車煞車系統檢修
5 機車電路系統檢修

2 引擎拆裝實習

1 引擎零件認識

24
2 基本手工具認識與正確使用方法
3 量具使用
4 拆裝啟動馬達總成、發電機總成
5 拆裝化油器總成

3 引擎調整實習

1 引擎試動

24
2 正時燈、轉速表使用
3 怠速調校
4 點火正時校正
5 調整汽門腳間隙

4 底盤基礎實習

1 碟式煞車系統檢修

24
2 鼓式煞車系統檢修
3 煞車油之更換、檢查及放空氣
4 手動變速箱拆裝
5 自動變速箱拆裝

5 汽車電路配電實習

1 三用電錶之使用

24
2 電瓶充電及電水比重檢查
3 點火系統配線
4 喇叭系統配線
5 方向燈、警告燈配線

合計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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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實習式群科課程表附件四、實習式群科課程表

397


	●　學校基本資料表
	壹、依據
	貳、學校現況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二、學生圖像

	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伊、課程規劃與學生進路
	一、群科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
	二、群科課程規劃

	陸、群科課程表
	一、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
	二、課程架構表
	三、職業技能訓練計畫

	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
	二、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三、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附件一：部定一般科目社會、自然科學跨領域/跨科課程規劃
	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附件三、基礎訓練及職前訓練課程規劃
	(一)訓練課程內容
	(二)專業基礎課程內容

	附件四、實習式群科課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