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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之編輯經驗談—  
以生活科技類之單元為例 

 

沈弘俊 1徐式寬 2 
1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2國立台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壹、緣起 

台灣今年的出口超過一千六百億美元（160 billion）1，其中主要為工業科技

產品的生產及貿易。我們的台積電和聯電，是全世界最大的兩個積體電路電腦晶

片製造廠。我們每年舉辦國際多媒體及電腦大展，吸引上百萬人次的人潮。走進

光華商場或 NOVA，可以發現要買的電腦可以無中生有被組裝出來。我國的科技

產業可說是非常蓬勃，國民對於科技的興趣濃厚。 

但是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台灣過去的創新是以代工、成本降低、製程創

新及製造業導向為主軸，每人生產的附加經濟價值，遠不如先進國家，以致每人

所得不易大幅躍升，人力也容易被取代。而電腦組裝代工，與開發原創性的科技

產品，所需要的學理基礎、觀察力、實驗能力、規劃能力甚至長遠眼光、美感、

及人性關懷，都是非常不一樣的。許多原創性的能力與素質，無法一蹴可幾，需

要長期培養。 

另外，我們也觀察到，每年一到過年，就會有很多人家中發生電線走火；有

些國中生，放學回家用微波爐熱甜甜圈，結果燙傷嘴部需送醫；有人沒注意到電

梯載重規定，結果搬運重貨使得電梯墜落；更有人在河床中間蓋房子、建築時偷

工減料、捷運工程檢驗施工時步驟草率2，使得颱風地震來時，成千上萬的民眾

身家財產不保。從個人生活到公共工程，其實有許多意外災害都可以避免。這些

知識素養，均與科技有關。正確的態度與作法，也難依靠短期宣導或處罰來達成。

這些能力都是需要長期累積培養的。 

在我們過去的課程中，一直缺少的一個部分，就是科技與科學的緊密結合，

從正確的知識態度、規劃實踐的能力、到發明創造的興趣的開發與涵泳（表 1）。 

 

                                                 
1 奇摩新聞 93年 11月 1日，http://tw.news.yahoo.com/041101/43/14adl.html 
2 奇摩新聞 93年 11月 3日，http://tw.news.yahoo.com/041103/15/14hc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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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活科技與自然科學結合的需要 

需要原因 舉例 

科技可以協助探索自然 海洋及高空的探索需要各種設備工具 

科技可以協助瞭解自然 高倍顯微鏡、高速電腦促成人體基因解

碼 

研發科技提供研究科學的機會 通訊衛星提供物理化學數學等研究機會 

創新發展科技需要深厚的科學基礎 電燈的發明需要對電氣學瞭解透徹 

瞭解科學原理有助於科技的使用 微波爐與吹風機加熱的原理是不一樣的 

 

貳、釐清生活科技的目的與內涵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公布之後，生活科技才與自然學科併在一起成為一個領

域。自 2002 年夏天，部編本自然與生活科技編輯委員之成立，開始進行領域課

程教科書編輯。在過去近一年的編輯過程中，發現它與以前的工藝課程，有很多

類似但卻又不相同之處。所以在編輯之初，便花了很多時間，嘗試著先將幾個根

本的問題加以釐清：包括目的、範圍、內涵，與科學的關聯，以及與以前工藝的

差異。這些問題都很重大複雜，很多都還在釐清當中。因此僅將目前的一些初淺

見解，分點整理如下。 

 

一、生活科技的目的 

如果以我們前述的目標來看，生活科技這科的目的可以被解釋成是希望

學生從學習認識生活中的科技過程中，培養國民的科技素養。這跟以前的工

藝應該有些不同，因為工藝設置的背景，應該是協助學生探索對於技藝產業

方面的興趣與能力，對於學生自我瞭解，以及未來的職業規劃有直接的影

響。現在的生活科技，應該是比較偏向協助學生瞭解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參

考 Heiner & Hendrix, 1980)。其中當然也包括了科技對自己的現在及未來的

影響。事實上，科技的素養（technology literacy）已經是很多先進國家重視

的教育議題（李隆盛等，2004）。 

 

二、生活科技的定義與範圍 

那麼生活科技到底是什麼，範疇為何，一直是爭論的關鍵癥結。如果說

它應該涵蓋我們目前所見到的人為事物，就如同科學介紹我們所知道的自然

事物一般，那麼它是否可被視為科學的應用呢？「科技」一詞在科學界的共

識是 science and technology，所以比較類似是「科學」與「技術」。但是「技

術」此文在中文比較有「技巧」「工匠」的味道，反而不一定顯示出「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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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宏觀的概念。因此如果不需要太在細節上講究，其實是可以將科學

與科技的分野打開，直接以「科技」代表，也就可以直接翻譯成 science and 

technology。而科技與科學的關係，也很難說是誰領導誰。例如砲彈的發明，

固然是許多物理化學原理的運用，但是砲彈發明後如何改進、如何發射，也

促進了物理化學的進展。若將自然和科技的學科相比，還可以發現有其他方

面的差異。以下我們嘗試著將生活科技與自然學科的區別之處，整理如表 2： 

 

表 2 自然與科技的概念比較表 

 自然 科技 

學習目標 瞭解自然界（求真） 依人的需要求改善（求善） 

學習過程 探索與問題解決 問題解決與創造設計 

重點能力 假設邏輯推演 規劃執行判斷 

評估 有客觀標準 有改進空間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3（教育部，民 92）當中，是將科技視為一門瞭解

人類生活如何改善的學問。例如基本理念所提，「古老時代為了生存，我們

製作石器工具；如今為了解決問題，我們利用機具、材料、方法知識和創意，

來便利現在和未來的生活」（教育部，民 92，頁 19）。所以在重點和範圍上，

與原來存在的工藝教育可能有些相似之處。兩者都強調利用技術工具解決問

題，但是兩者也有不同之處（參見表 3）。例如原來的工藝教育，可能比較

偏重提供學生技術知識及訓練。而今所認知的生活科技，會較著重啟發學生

對於周遭科技的觀察及探索能力。這些不同點，在實際選材編輯內容時，就

會產生爭議。舉例來說，談到傳播的時候，我們是要談印刷術相關的技術知

識，還是要談印刷技術的發展過程中，促進發展的關鍵？談到手機的時候，

我們要強調，手機內部的零件構造，還是設計、功能、以及安全的使用？ 

這些問題，其實不用說對中學生，甚至對大學生也有類似的困擾。例如

作者之一在這學期教授「教學媒體與操作」課程時講到 FTP。作者嘗試跟學

生講 FTP 的檔案有分 ASCII和 BINARY兩種。但是學生問道：「請問這跟

我傳檔案有什麼關係？」原來是因為現在的 FTP 軟體都非常簡易方便，使

用者根本不需要知道這些訊息就可以成功地傳輸檔案。對他們來說，用滑鼠

拉一下就可以做好的事，為什麼要那麼麻煩地知道技術細節。這些未來要當

老師的台大學生，將來可能不會考電機研究所或電信研究所。這樣的問題，

都使我們考慮再三，詢問我們自己，到底要跟今天的中學生講什麼？講多

                                                 
3 可參照教育部國教專業社群網九年一貫課程，http://teach.eje.edu.tw/9CC/index.php 



 4

少？這些都是教科書的編輯人員需要不斷思考釐清的問題。 

表 3 工藝與科技的概念比較表 

 工藝 生活科技 

學習目標 探索職業興趣與性向 培養國民的科技素養 

學習過程 熟悉儀器器械之原理及操作 瞭解趨勢、設計及反省 

重點能力 操作執行 規劃執行判斷 

評估 有客觀標準 有改進空間 

 

三、生活科技的內涵問題 

接下來的問題是，生活科技包括了什麼？ 科技既然不同於科學、不同

於工藝，那麼它應該自有其內涵。經由生活科技編輯小組不斷討論的結果，

認為幾個方面的知識能力訓練是很重要的。例如瞭解科技演進的原因、認出

及思考生活上科技的應用、能做創意思考與設計、能規劃步驟解決問題、瞭

解及善用資源、對個人及社會影響進行反思等。 

至於知識內容方面，如果是生活周遭的人為事物，那就包羅廣泛。過去

的工藝有其固定的內涵，目前的高中課程也仍持續保留這些內涵（謝文斌、

耿建興，2004）。但是根據課程綱要裡的能力指標，生活科技至少還包括了

衣著、食品等原來可能不在工藝教育範圍內的東西。但是每一樣又都只有提

到一點點。因此很難完全說它包含了哪些專業。還有生物科技，如果生活科

技是要討論我們身邊的創造發明，那麼它就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們生活中扮

演著日趨重要的角色的科技。所以我們決定在本課本的內涵中，加入了生物

科技的簡介。這在原本的次主題概念以及能力指標中都是沒有的，但是他在

我們生活中，以及在台灣未來的發展中，又是佔了這麼重要的地位。從我們

之前的目的定義之下，的確很難從內涵中去除。另外重要的其實還有醫療、

軍事、教育等方面的科技。但是如果要加新的領域，範圍實在太廣了，只好

做些割捨，以從中學生角度來看身邊可見的科技為主。 

 

參、編輯理念與架構 

一、理念與架構說明 

目前國編版的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的教科書在進行編輯時，是先分科

編輯，再合科討論。編輯過程，需參照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目的及能力指標。

但是在內容及概念上，每科需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架構。依據此思考方向，在

設計生活科技部分的內涵時，有以下的理念及架構（參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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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生活科技編輯架構圖 

 

生活科技之編輯，旨在於能使學習者透過科技發展的演進，探索生活中

常見的科技利用，學習設計及製作的原則原理，理解科學與科技的關連，進

而從各種行業中的科技運用中，啟發個人興趣，並體會個人在社會中可以貢

獻之處。教材中希望特別強調現在台灣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在於勇於創新、富

國際觀、有遠景、且具價值觀、判斷力、及有能力多方學習的人才，而非只

是對某一方面知識技術專精之技術人員。 

生活科技領域的核心概念包括（1）科技各主題概念的闡明、（2）科技

發展與演變、（3）科技對生活改善的貢獻、（4）科技與科學學理基礎的連結、

（5）設計、實作與改良的方法、（6）創作發明能力的培養、以及（7）科技

的反思與定位。在內容章節的架構上，則透過七個章節的不同主題來涵蓋上

述七大個核心概念的內涵。課本章節擬分為七章：認識生活科技、創意與設

計、資訊與傳播、材料與生產、能源動力與運輸、生物科技、以及科技與人

力需求。各主題中的科技運用舉例，著重與學生已學的科學原理結合。 

二、教學方法之設計 

為了要達成上述的理念，則有以下的教學方法的設計。教學活動會包括

討論、實做、案例研究、以及延伸閱讀等。在編輯當中，還會建議教師依據

學校環境、學生背景、自身專長等，設計不同的活動。以下為編輯理念中的

關於教學方法的說明。 

生活科技設計、實作與

改良的方法 

與科學學理

基礎的連結 
對生活改善

的貢獻 

創作發明能力

的培養 

科技發展與

演變 

對於科技的

反思與定位 主題概念

闡明 



 6

在教材內容中，將含括以下各種教學活動的設計，以培養學生認知、情

意、技能各層面的能力。 

1. 學生合作討論：透過重要議題的討論，以及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引發學生

思考，並培養其價值判斷的能力。 

2. 實做活動：由實際操作的過程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提供學生興趣

試探的機會，提昇科技素養，進而加深科與科學原理的連結。 

3. 案例研究：介紹國內外科技演變歷程或科技發明案例，藉以加強重要之科

技概念。 

4. 延伸閱讀：提供各種學習管道與及參考資料，讓學生可以深入探究。 

教材之編輯將以學習者的經驗為基礎，從活動導出重要的內容與議題。

為了使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得到整體性的概念與發展，教材編輯將注重活動

設計、教材內容、討論議題、閱讀資料、習作作品之間的關連性及發展性。 

所以圖 1所示的概念，並不是書中的章節，而是融入每個章節之中

的內涵編輯原則。希望藉由內容與活動的安排，達到所列概念的學習。 

 

三、可能與其他學科融合的部分 

在目前的次主題目錄中，可以整理出生活科技與其他科目的可能連結之

處。但是可統整融合之處可能不止這些內容。而且更細部的內容，也還待進

一步討論。 

表 4 生活科技可能與其他科目連結的次主題 

教材次主題項目 教科書章節 連結科目 

410 食品 農業與生物科技 化學、生物 

411 材料 化學、物理 

415 居住 

材料與生產 

地球科學 

412 機械應用 

413 電及其應用 

能源與動力 物理、化學、 

地球科學 

513 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416 運輸 能源動力與運輸 地理（社會領域） 

訊息與傳播 物理 414 訊息與訊息傳播 

420 天然災害與防治 營建科技（材料與生產） 地球科學 

 農業與生物科技 生物 

530 創意與製作 創意與設計 （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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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其他學科介紹的先後順序 

將自然與生活科技連結在一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該先介紹科學還是先

介紹科技。例如在介紹動力、電力與驗電器時，學生是否應該先有電流、電

阻與摩擦的概念，還是可以先介紹驗電的工具和程序，之後才介紹他明白電

流電阻等發生在「黑盒子」裡的東西。也就是，該先讓學生「知其然」，還

是讓學生先「知其所以然」。在介紹科學與科技時，有時會難以分辨這些互

為表裏的關係間的介紹順序。 

經過本組的討論，發現生活科技與其他科中其實有密切聯繫，而且在介

紹的先後順序上，不論先後都有其連結的方法。因為生活科技的學習與認識

勢必包含科學原理基礎的瞭解，因此生活科技可作為其他自然科的引介或延

伸，彼此相輔相成，相信可增進學生對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之完整性。引

介及延伸的方法如下： 

1. 生活科技為自然學科的引介：藉由科技的應用增進學生對科學學習的興趣

與動機。 

2. 生活科技為自然學科的延伸：運用科學學理讓學生對科技認識更有概念。 

 

肆、課程執行上可能遭遇的問題 

生活科技這一學科可能面臨的問題在許多方面上，也是九年一貫課程實施

後，所有的課程可能面臨的問題。但是相較於其他學科，生活科技還需從過去的

工藝脫胎換骨地的轉型，在概念上需要重新釐清發展及推廣的面向更複雜，所以

面臨的震盪可能比其他科更大。 

其中一個部分，是生活科技的師資的再訓練問題。生活科技雖然在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中，以新面貌出現。但是它其實是由既有的學科轉型而來。若要能將新

的課程理念執行出來，教師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要成為生活科技老師，便要能

夠傳授學生許多科技的發展概念、內涵，以及教授學生創造設計等相關知識，還

是需要教師有相當程度的科技素養。若教師本身對於科技的理念內涵不夠熟悉、

不夠有掌握，那麼就很難將九年一貫的理念及能力指標，成功地詮釋及轉換成學

生可以學習的教學活動（游光昭，2004）。 

另一個問題，則是生活科技是否納入基本學力測驗考的問題。因為如果生活

科技是一個學科，也在七大領域中，那麼就應該屬於基本學力測驗的範圍。在台

灣這個考試領導教學的環境下，如果沒有正式此一學科的重要性並給予恰當的評

估，這個新興學科有可能在還沒站穩、被老師學生充分瞭解前，便因為被漠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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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這些問題，牽涉範圍廣泛，應該還需要更多原來課程規劃以及基本學力

測驗的負責專家及單位共同討論。 

伍、結論 

生活科技可說是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變動最大的科目之一。這個學科的釐

清與實踐，均需要許多人的努力才能達成。持續發展的動力，則應來自不斷的探

索、不斷地交流、與不斷地修改。期望這樣一個新的領域，與新的學科的更臻完

善，可以提供給我國下一個世代繼續追求卓越的人才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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