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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的及內容： 

    位於屏東縣屏東市眷村聚集的勝利國小(以下稱本校)，有著特殊文化保存意涵；

學校附近的老眷舍搖身一變成為勝利星村與青創基地，是近年來屏東市的文化新地

標；本校校地寬廣，綠樹成蔭，自民國102年起積極申請教育部永續校園計畫，

102-107年陸續以永續校園工程活化環境教育校訂課程，更申請通過成為108-109年

度的教育部永續校園示範學校，為屏東縣的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持續深耕努力。 

(一)計畫背景： 

    民國107-108年，本校也申請執行教育部的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二年期)，運

用手機顯微鏡探討國小學童科學過程技能之發展與教材研發，並成立校內環境教育

社群，組織小小解說員培訓課程，進而規劃一系列以環境教育為學校本位課程的教

學團隊，透過 Place-Based Outdoor Education(地方本位戶外教育)的拓展，期許

帶領勝利孩子，從巨觀到微觀、從肉眼觀察到顯微鏡觀察，逐步提升科學過程技能

與對環境的覺知敏感度，進而採取科學探究的行動，讓本校的科學奠基與環境教育

本位課程能夠更加活潑而多元。 

    教育部於民國96年開始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

畫」（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計畫），行動方案之一，在於具體規劃和推動教



師增能、改變教學行為和學生學習改變，以及推動學校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學習領

域課程小組會議，並於學習社群運作中落實課堂實踐方案(黃郁文、張素貞，2016)。

因此，各縣市都積極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下簡稱教師社群）。有的教師社群

在成立之初只有考量到教師興趣而提出社群主題，卻忽略了學生學習需求和教師專

業成長做為焦點，結果變成「興趣導向」的「教師社團」而非「專業學習導向」的

「教師社群」。因此，未來推動教師社群勢必需要轉型(吳俊憲、蔡淑芬、吳錦慧，

2015)。 

    屏東縣推動之學校教師社群運作模式聚焦於「研發及應用有效教學策略示例」

及「教學研究共同體課堂實踐：共同備課、觀課技巧、素養導向評量設計及試題分

析、診斷學習成就等」區塊，兼顧回應十二年國教之相關議題，除校校有社群、達

到社群普及化外，亦持續鼓勵教師成立深化專業社群，進行社群經驗分享(屏東縣

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2022)，盼能落實精進計

畫之精進教師專業，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核心精神。 

    因此，本校結合屏東縣課程教學發展重點，以改進教學及增進創意教學為基礎，

於110學年度曾申請「環環相扣-資訊跨域整合好力呦(Holiyo)」教師精進基礎社群，

運用 Holiyo 2.0 實境解謎遊戲設計平台，組織社群成員共同研發，讓本校「環境

教育」特色課程與「資訊媒材」進行跨領域結合，期使師生(含蒞校參訪者)能透過

挑戰任務、解出謎團，變身校園環境探索的大小偵探！在此基礎之下，已成功開發

出2套勝利國小永續校園 Holiyo 實境解密環境教育闖關教材，並超過10場次的課程

實作、以學生為關主的闖關體驗，成為本校推動永續校園示範基地的主要導覽課程。 

    藉由申請本計畫，除了能夠結合107-108學年度本校執行之科教計畫「從生態

到科學─運用手機顯微鏡探討國小學童科學過程技能之發展與教材研發(二年期)」

的基礎，持續發展以「科學過程技能（Science Process Skills）」為主體的國小



階段科學探究課程，並加入了 Holiyo 密室逃脫解密的元素，設計出一套以「手機

顯微鏡為操作工具，內容主題以『屏東特色』為主要元素」的資訊跨領域科學教材，

預計以三年期的計畫發展6套「屏東微美力」科學教材，教材對象以四-六年級為主；

組織學校教師社群(社群人數6-8人)，進行包括國小國語、社會、自然等領域的教

科書分析探究，並邀請專家進行課程研發之審議、修正、公開授課、議課、再修

正……等教師專業成長歷程。面對時代變遷，學習的方法的創新改變、以及教學場

域的更多元化，以實境遊戲密室逃脫的遊戲概念設計、進行自然領域教材的創新整

合，也許是結合十二年國教精神之「合作學習」、「學習者中心」、「問題解決導向」、

「專業跨域合作」的最佳體現(郭逸涵，2018)。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理念，本計畫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科學過程技能之運用，提供自然科教師在創新教學上的合作與教材 

          研發。 

      二、形塑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氛圍，進行教材設計之共同備課、觀課、議課， 

          提升自然領域學科教學知識與社群精神。 

      三、發展 Holiyo 密室逃脫「屏東微美力」跨領域創新課程，組織專業發展 

          支持系統，翻轉教學現場教學型態。 

      四、培養學生使用手機顯微鏡進行科學探究技能與解說實作，深化其科學學 

          習經驗與提升科學工具使用之技能。 

 

貳、 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校藉由107-108學年度執行的科學教育計畫專案，已逐漸帶動學校裡的科學

探究氛圍，自然領域教師自發性共組教學社群，發展以環境教育、科學教育為主題



的學習型教材模組。本計畫更希望能透過科學教師社群的成立，結合其他領域一同

參與社群的教師，以「手機顯微鏡」的操作運用為基礎，一來進行國小階段的各領

域教科書分析，找出跨領域的教材實踐可能；二來發展以屏東特色為主題的「屏東

微美力」教材，讓手機顯微鏡在教學運用上能有更多在地化的科學題材，並加以推

廣運用。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也有明確提出：「科學學習的方法，應

當從激發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與主動學習意願為起點，引導其從舊有經驗出發，進

行主動探索、實驗操作與多元學習，使學生能具備科學核心知識、探究實作與科學

論證、溝通能力。」本校自然科教師社群希冀藉由本三年期計畫，成功發展出手機

顯微鏡結合 Holiyo 資訊跨領域整合之科學課程教材，結合屏東特色的6項「屏東微

美力」主題，相信能讓師生凝聚學習向心力，讓科學學習融入遊戲學習之中，提升

教師教學熱忱與學生科學學習意願。 

(一)研究方法： 

    依據 SAPA（Science-A Process Approach）科學教育養成課程的13項分項能力，

將其科學表達方式細分為：觀察、比較與分類、組織與關連、歸納與推斷、傳達與

溝通等五部份(如表一)，並強調以「科學探究活動過程來進行教學」的課程。 

    本研究藉由自然領域課程的手機顯微鏡課程實作與探索活動，共分為三年期階

段性設計規畫課程架構，涵蓋蒐集有用的教科書資料檢索、整理、分析、歸納、論

證，培養探究能力。藉由小組合作、團隊學習，完成屏東微美力的六項主題式顯微

鏡探索課程(包含：【蝶疊不休】鱗粉的奧秘--屏東連結：紫斑蝶的故事、【鱗漓盡

致】魚鱗與魚齡--屏東連結：午仔魚的故鄉、【川流不息】水微大驚奇--屏東連結：

大武山下養？【羽眾不同】鳥羽的構造--屏東連結：黑鳶與灰面鷲、【結晶物語】

落山風洋蔥--屏東連結：恆春流淚特產、【匹布經緯】布料的微觀—向雷文‧霍克



致敬)，並以結果報告、口頭簡報、及動手實作操作以呈現學習成果，並從中練習

表達溝通的能力。茲將其學生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架構整合自然科學領域核心素養，

整理如(表二)。 

表一、科學性探究活動的過程(甘漢銧、陳文典(2005)) 

依實驗 

過程劃分 

九年一貫課程

的區分 
SAPA 的分項能力 

規畫 

 

觀察 

 

‧ 觀察 ‧ 測量 

比較與分類 

 

‧ 預測 

‧ 運用時空關係 

‧ 分類 

‧ 控制變因 

‧ 運用數字 

 

執行 

 

組織與關連 ‧ 推斷 

‧ 形成假說 

‧ 下操作型定義 

‧ 解釋資料 

解釋 

 

歸納與推斷 

 

‧ 進行實驗  

發表 傳達 ‧ 溝通 培養學童科學探究與

問題解決能力。 

   表二、本計畫與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總綱之核心素養關聯性一覽表 

自

然

科

學

領

域

核

心

素

養 

學習表現內容項目 子項 學習內容說明 

探

究

能

力 

思考智能 

想像創造 微觀：認識五感以外的世界 

推理論證 遊戲學習理論 

批判思辨 顯微新世界，顛覆想像 

建立模型 Holiyo 密室逃脫（escape 

room）：屏東微美力教學模型 

問題解決 

觀察與訂題 如何將屏東特色與微視角連結 

計劃與執行 從校園探索→社區到屏東特色 

分析與發現 從生活裡看見不同的發現 

討論與傳達 透過微觀，我們學習到…… 

科學的態度與本質 

1.培養學生科學探究的興趣 

2.養成應用科學思考與探究的習慣 

3.認識科學本質 



    本計畫所指之密室逃脫為教師透過 Holiyo 密逃遊戲翻轉平台設計編輯相關課

程(如：屏東微美力)，並於任教課室當中營造特定的主題情境，讓學生從所處的教

室密室中，使用平板進入 Holiyo 密逃遊戲翻轉平台，依其中的佈置關卡、情境線

索，透過學生小組分工合作一起解謎、完成指定任務、逃室教室、闖關成功(郭逸

涵，2018)。 

    為使本計畫順利執行，將運用本校於110學年度已開發之永續校園 Holiyo 2.0 

實境解謎遊戲設計平台教材，此教學設計乃由學校環境教育社群成員們所共同研發，

讓本校「環境教育」特色課程與「資訊媒材」進行跨領域整合，兩相結合產生新的

教學火花。112學年度所預計開發的新教材「發現屏東”微”美力」，更期待能夠讓

師生透過挑戰任務、解出謎團，變身成為帶領夥伴從不同角度重新認識屏東在地環

境特色的科學小偵探！ 

    因此，除了廣邀社群成員，本校亦組成「從生態到科學」科教計畫推動小組

(表三)，由校長及計畫主持人帶領學校行政及教學團隊共同討論研發，並邀請大學

教授及業界講師群共同協力開發，共同為提升本校學童科學探究與研發資訊跨領域

整合之科學課程教材而努力。 

表三、推動科教計畫專案小組 

負責單位 負責人姓名 職稱 工作執掌 

校長室 李○政 校長 
督導科學教育計劃專案的執行進度、

校外相關資源引入 

教務處 湯○霖 

教務主任 

計畫主持人 

社群成員 

統籌執行學校科學教育計畫 

建置環境及科學教育支持系統 

成果報告撰寫、發表與推廣 

主持相關會議、社群與團隊 

教務處 蔡○霏 

教學組長 

協同主持人 

社群成員 

協助執行學校科學教育計畫 

協助本位課程規劃、結合閱讀推動 

教務處 陳○涓 
課程研發組長 

社群成員 

協助執行學校科學教育計畫 

協助本位課程規劃、社群申請 

教務處 李○蓁 
環教代理教師 

社群成員 

協助環境教育與科學教育推廣 

協助社團課程發展共同研發 



學務處 林○弘 學務主任 
協助推動學校科學教育計畫 

規劃校內科學闖關活動 

學務處 張○民 老師 
協助學生進行環境教育探索 

協助規劃校內科學闖關活動 

總務處 許○峰 
主任 

社群成員 

協助學校科學教育計畫執行 

配合相關活動所需人力支援 

協助科學教育計畫經費核銷 

總務處 周○榮 

事務組長 

協同主持人 

社群成員 

協助各項活動器材架設準備 

科學探索教育與課程之推動 

協助社團課程發展共同研發 

    表三-1、推動科教計畫專案小組-外部資源及師資： 

屏東大學 張○惠 教授 
1. 屏東大學應用化學系教授 

2. 科普教育推廣與應用 

至正國中 邱○文 老師 
1. 屏東縣自然科輔導團輔導員 

2. 至正國中理化教師 

新興國小 劉○元 主任 
1. 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2. 新興國小教師 

屏東海洋生物 

博物館 
吳○如 博士研究員 1. 科學教育組 助理研究員 

手機顯微鏡 

Uhandy共同創辦人 
林○明 博士 

1. 億觀科技手機顯微鏡開發 

2. 科普教育推廣與顯微鏡應用 

 

(二)研究步驟： 

    本計畫在既有的課程推動基礎上，第一年分三大面向進行(如圖一)，包含：教

科書分析探究、科學教師社群組織與運作，以及跨領域主題探究與研發。研究團隊

以本校自然領域教師社群為核心，鼓勵班級老師與其他科任老師共同參與，協助分

析各領域版本中可融入顯微鏡議題之單元，並據以研發相關手機顯微鏡跨領域教材，

以規劃第二年之教學對象設定。 

    計畫預先規劃6個以屏東地方特色為主題，開發手機顯微鏡科學教材與課程的

Holiyo 密室逃脫關卡，共分3年計畫推動執行，課程設計上，每年選取2個主題，

以科學教師社群方式進行每學年6次的課程與教材研發、2次專家到校輔導與2場公

開觀議課，並發表1次相關主題探究活動；針對教科書部分進行可供手機顯微鏡跨

領域結合應用的單元、素材等，以實際教授單元的班級學生為對象，提供教材資料



的分類、解釋和科學實作(科學過程技能)，並於每學年度下學期安排跨領域協同教

學的操作和實施。 

圖一、本計畫(三年期)推動架構圖 

 

 

    DuFour（2004）提出教師專業社群的三大核心原則：（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是要確保學生學到什麼，而非教師教了什麼；（二）加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

師，必須善於合作及分享；（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應聚焦於教師專業成

長與學生的有效學習。而張新仁（2009）指出，不同於一般團體社群，「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的特徵為以下幾點： 

（一）共同願景、價值觀與目標 (Shared Vision, Values and Goals) 

（二）協同合作，聚焦於學習 (A Collaborative Culture with Focus on Learning) 

（三）共同探究學習 (Collective Inquiry) 



（四）分享教學實務 (Shared Personal Practice) 

（五）實踐檢驗：有行動力，從做中學 (Action Orientation: Learning by Doing) 

（六）持續改進 (Continuous Improvement) 

（七）檢視結果 (Results Orientation) 

    因此，教師專業社群的組成應是多元且包容性高的小團體，本計畫雖定位為配

合學校發展之科學教育與環境教育主題方向，但實際上仍是由下而上，由學校自然

領域小組成員自主成立教師精進社群運作，期許能往「採專業發展主題形式」邁

進，以議題發想主題，從在地到國際，社群小組將發想「屏東微美力-發展手機顯

微鏡結合 Holiyo資訊跨領域整合之科學課程教材」，共分三年期，茲將第一年欲規

畫執行之科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方案如下(表四)： 

表四、112學年度【發現屏東”微”美力】教師社群運作進度規劃 

場次 
預計 

日期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主持人/講座/專

家學者諮詢輔導 地點/備註 

1 
112年8月 

112年9月   

本校環境教育推動歷程探討、及

微美力特色課程構想討論 

專家諮詢8-9月 

主題探討 

外聘專家諮詢 

內聘：湯奇霖 
會議室 

2 112年10月 
1. 認識 Holiyo環境實境軟體 

2. 操作介紹與實際體驗 

專題講座 

諮詢輔導 

屏東縣科教中心 

邱彥文 老師 

會議室 

內聘指導1 

3 112年11月 
1. 教科書研究規劃與任務分配 

2. Holiyo環境實境教材操作 

同儕省思對話 

諮詢輔導 

社群組員 

外聘專家諮詢 
會議室 

4 112年12月 
1. Holiyo教材內容設計 

2. 主題探究：發現屏東微美力 

主題探索研討 

同儕省思對話 
社群組員 視聽教室 

5 113年2月 
1. 手機顯微鏡教學應用研習 

2. 專家諮詢與再修正 

專業領域研討 

諮詢輔導 
Uhandy億觀科技 

能源教室 

外聘指導2 

6 113年4月 
班級體驗行前規劃與 

期末省思分享 

專家諮詢 

教學觀察回饋 

外聘專家諮詢 

社群組員 
會議室 

7 113年5月 微美力主題發表與期末省思 成果發表 社群組員 
結合校內活

動闖關進行 

 



參、 目前研究結果： 

    藉由申請教育部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本校曾於108學年度成立「科學偵探社

團」，邀請學校自然科老師一同加入，目標對象以培養校園小小解說員為主，並為

其設計相關符合 SAPA(科學過程技能)概念，編輯成「小小解說員觀察記錄筆記」，

應用於正式課程教學之中，進而培養兒童從事科學研究的技能。本計畫將持續以小

小解說員公開發表與解說培訓、及科學素養養成術(筆記)、科學探究實驗等具體呈

現，以培養學童科學探究與問題解決能力，並結合小小解說員培訓課程，逐步指導

學生操作及使用手機顯微鏡，熟稔其科學原理並具備擔任關主及實施解說服務的相

關專業技能。 

    目前主要研究成果可分為(一)成立教師社群、(二)112學年度上學期教科書分

析及(三)Holiyo簡報探討主題設定，三大面向分別說明之。 

 

【研究成果】一、成立教師社群 

【規劃說明】：由於本校教師專業社群於112學年度暑假中已預先規劃(本案尚未收

到核定函等相關通知)，為繼續提升本校教師自然科學課程之專業精進，並搭配學

校農園教育與植栽美化環境，故112學年度本校即開設跨領域「鹿角奇緣-植物課程

探究與設計」社群。並同意於本案通過後由原社群團員以「植物課程探究與設計」

結合「手機顯微鏡探究」之研發，持續發展「屏東微美力」之【結晶物語】落山風

洋蔥--屏東連結：恆春流淚特產等相關課程的開發準備和科學探究。 

    目前(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結合原社群團員所發展的科教計畫教師社群已

進行4次的專業對話與課程討論，團員能夠認識 Holiyo密室解謎資訊跨領域媒材的

操作和使用，並開始進行上學期教科書中可融入顯微鏡補充式課程的分析及彙整。 

 



圖二、屏東縣112學年度勝利國小教師專業社群申請表(已核定通過) 

 

 



屏東縣112學年度勝利國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執行成果 
【鹿角奇緣-植物課程探究與設計】 

◎第一次社群運作：峰芒畢鹿-本校永續校園結合農園推動歷程探討及特色課 

  程構想討論：許○峯                                ◎時間：112.8.1 

事先召開群長會議討論教師備課課程 
 

備課日帶學員(教師)進行萬丹苗圃參訪 

  

苗圃園藝主人做植物原生種介紹 溫室栽培與校園景觀盆栽介紹 

  

學校永續校園結合農園設計苗木認識 植物培植的介質與栽種技巧介紹 

  

與學員討論植物的生長所需之元素 實際參觀苗圃，認識多元的觀葉植物 



屏東縣112學年度勝利國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執行成果 
【鹿角奇緣-植物課程探究與設計】 

◎第二次社群運作：仙鹿奇緣-鹿角蕨介紹與觀察實作 

構想討論：湯○霖                                 ◎時間：112.8.15 

各式各樣不同的鹿角蕨欣賞與認識 
 

講師介紹鹿角蕨的各式品種與特色 

  

講師以SWOT分析引導學員環境評估 介紹介質與工具後實際體驗上板教學 

  

介紹介質與工具後實際體驗上板教學 第二梯次鹿角蕨上版課程與介紹 

  

第一次鹿角蕨上板課程，收穫滿滿 第一次鹿角蕨上板課程，意猶未竟 



【研究成果】二、教科書分析 

【規劃說明】：教師專業社群的組成應是多元且包容性高的小團體，其組成模式依

據江蕙伶、張繼寧（2011）研究，將其可分為(一)採年級形式：各年級教師教學成

長社群以年級教學議題、教學策略、班級經營、解決教學問題等做為專業成長內

涵；（二）採學科（群科）/學習領域形式：如組織社會領域、自然領域等專業學習

社群等，以共同備課方式，精進教學內涵、改進命題、辦理領域統整之活動；或

（三）採學校任務形式：配合學校發展或專案經費補助計畫所實施的專業學習社群

及（四）採專業發展主題形式：打破年級、科別，教師依共同關注的議題，組成不

同主題的專業學習社群。 

    112學年度本校執行科學教育計劃，採取的是於校內組織教師「專業發展主題

形式」社群，亦即打破年級、科別，教師依共同關注的議題，從「植物」為研究主

題出發，建構以手機顯微鏡發展 Holiyo資訊媒材跨領域的課程設計。為了讓不同

授課的老師們認知到除了自然課，其實很多領域都可以結合此議題，因此社群老師

們開始進行教科書的探究與分類，以作為日後進行融入式補充課程設計之重要依

據。茲將112學年度上學期所彙編之國小教科書分析--微觀世界與顯微鏡跨域連結

的成果臚列如下： 

教科書版本【翰林】 

編序 科目 學習階段 單元名稱 可發展之微觀主題 

01 國語 二年級下學期 紫斑蝶回故鄉 
1.認識紫斑蝶及蝴蝶生態 

2.蝴蝶的鱗粉構造微觀 

內容節要 

1. 紫斑蝶，輕飄飄，輕飄飄，在空中點點像條河。不怕雨打，不怕風吹，結伴

向北飛。 

2. 我們架起護網，把道路讓給你。紫斑蝶、輕飄飄，輕飄飄，越過公路，越過

原野，飛過幾百里。 

 

 
 
 
 



編序 科目 學習階段 單元名稱 可發展之微觀主題 

02 國語 三年級下學期 發現微生物的人 
1. 介紹雷文霍克的故事 

2. 水中微生物探究與觀察 

內容節要 

1. 幾百萬年來，微生物天天和人們生活在一起，可是人們卻不知道它的存在。

直到荷蘭人雷文霍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應用自己做的簡易顯微

鏡發現了微生物，這個祕密才被揭開。 

2. 西元一六七五年，他透過顯微鏡，在雨滴中看到一個奇妙的顯微世界，高興

得大叫：「原來一滴小水滴裡，住著這麼多可愛的小生命！」就這樣，他成

為第一個發現微生物的人。 

  

編序 科目 學習階段 單元名稱 可發展之微觀主題 

03 國語 四年級上學期 落山風 
1. 恆春半島落山風特色 

2. 洋蔥的表皮細胞與結晶 

內容節要 
1. 雖然如此，人們卻能運用落山風的特點，種植適應強風的農作物─洋蔥。 

2. 在條件特別的恆春半島上，人們就像洋蔥一樣，自然的與落山風和平共處。 

  

編序 科目 學習階段 單元名稱 可發展之微觀主題 

04 國語 四年級下學期 神奇魔法衣 
1. 節能衣物吸濕排汗特色 

2. 觀察的衣服的編織與材質 

內容節要 

1. 「現代高科技紡織品，比神仙法寶還神奇！」黑熊展示身上的吸濕排汗衣：

「這是專利布料，每根絲線上都有細細的小洞，加速吸附、擴散、風乾汗

水，穿了能讓身體保持乾爽……」 

  

編序 科目 學習階段 單元名稱 可發展之微觀主題 

05 國語 五年級下學期 宮崎駿的想像之泉 
1. 尺度(scale)的大與小 

2. 微生物的想像與圖文創作 

內容節要 

1. 從科學知識來「想像」，這種特殊的角度，令小朋友感到很驚奇。 

2. 從小，閱讀與聽故事，豐富了宮崎駿的想像力。後來，他更習慣讓想像與周

遭生活激盪出創意；再以「取材現實、加入想像力與情感」的繪畫風格，加

以呈現，這該是他的作品能獨樹一幟的關鍵吧！ 

     

編序 科目 學習階段 單元名稱 可發展之微觀主題 

06 社會 六年級上學期 貨幣與生活 
1. 認識紙鈔的防偽功能 

2. 利用微距鏡找紙鈔的秘密 

內容節要 

【體驗活動】不同的紙鈔有哪些防偽設計？ 

學生以驗鈔員身分，進行新臺幣100元防偽設計的尋找，並請學生以視覺、觸覺

等方式，實地觀察手中100元鈔票的防偽設計。例如：變色油墨、盲人點、凹版

印紋、水印等。再以手機微距鏡，找出紙鈔上面的秘密並彙整出來吧！ 

     

 

 



教科書版本【康軒】 

編序 科目 學習階段 單元名稱 可發展之微觀主題 

01 自然 六年級下學期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 

1.認識肉眼看不見微生物 

2.生活中的黴菌、酵母菌 

3.認識顯微鏡的種類和構造 

內容節要 
1. 活動一、生活中的微生物 

2. 自由探究：複式顯微鏡的構造 

教科書版本【南一】 

編序 科目 學習階段 單元名稱 可發展之微觀主題 

01 國語 五年級上學期 到南方澳去 
1.認識林邊鄉養殖漁業文化 

2.午仔魚的魚鱗構造微觀 

內容節要 
1. 到南方澳去，看陽光的金羽翱翔在碧波上，有活潑的銀鱗深藏在水中央…… 

 

  

編序 科目 學習階段 單元名稱 可發展之微觀主題 

02 國語 五年級上學期 海洋朝聖者 
1. 觀察淡水域的浮游生物 

2. 觀察海洋的浮游生物 

內容節要 
1. 他的網袋竟然裝滿了六棘鼻魚(以浮游生物為食，冬天時，只在海流急速的

海域活動)，個個都像手臂一樣長。 

 

  

編序 科目 學習階段 單元名稱 可發展之微觀主題 

03 國語 五年級上學期 美，是一種感動 
1. 微觀世界的美麗和感動 

2. 利用手機進行微觀攝錄影 

內容節要 

1. 像這種剎那間的感動，時時刻刻、隨處隨在地出現在我們身邊。或靜觀一朵

花的開謝，或手捧一支離巢的雛雀，或驚豔於雨後的彩虹，或乍見山谷幽

瀑...那種種的美妙感受，都是美，都是感動！ 

2. 如果人人都能將自己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美」的點點滴滴分享出來，以最直

接的影像，或以手機拍照，或數位相機捕捉，或塗鴉或寫生，在無遠弗屆的

媒體上，與千萬人交流、互動，必能將美的感動與經驗，涓滴匯成巨流。 

  

編序 科目 學習階段 單元名稱 可發展之微觀主題 

04 國語 五年級上學期 漫遊詩情 
1. 微觀服飾的編織與花紋 

2. 觀察鳥獸的羽翼及毛髮 

內容節要 

1.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 

2. 一隻雄鷹潔白的羽毛如錦緞般鮮明亮眼。(錦緞) 

3. 而鷹眼的好視力，可觀察到遙遠的微小事物(秋毫) 

 

 

 



【研究成果】三、Holiyo 簡報探討主題設定 

【規劃說明】：本校結合屏東縣課程教學發展重點，以改進教學及增進創意教學為

基礎，於110學年度曾申請「環環相扣-資訊跨域整合好力呦(Holiyo)」教師精進基

礎社群，運用 Holiyo 2.0 實境解謎遊戲設計平台，組織社群成員共同研發，讓本

校「環境教育」特色課程與「資訊媒材」進行跨領域結合，期使師生(含蒞校參訪

者)能透過挑戰任務、解出謎團，變身校園環境探索的大小偵探！在此基礎之下，

已成功開發出2套勝利國小永續校園 Holiyo 實境解密環境教育闖關教材，並有超過

10場次的課程實作、以學生為關主的闖關體驗，成為本校推動永續校園示範基地的

主要導覽課程。 

    112學年度申請三年期的科學教育計劃，便是在此基礎下將校園的場域擴大到

屏東縣的生態、農林漁產業的微觀視野，透由手機顯微鏡所提供的微美視角與科學

工具操作使用，提升師生教學與推廣使用的樂趣，進而提升學習興趣，分享給更多

人知道家鄉屏東的美。因此，上學期我們設定了「植物」微觀主題，下學期則選定

「斑蝶」作為科學探究的方向，相關的心智圖架構如下： 

 



肆、 目前完成進度： 

    目前主要研究成果依進度同樣以(一)成立教師社群、(二)112學年度上學期教

科書分析及(三)Holiyo 簡報探討主題設定，三大面向分別說明之。 

【目前進度】一、成立教師專業社群 

【完成說明】：112學年度本校預先開設跨領域「鹿角奇緣-植物課程探究與設計」

社群。並於本案通過後由原社群團員以「植物課程探究與設計」結合「手機顯微鏡

探究」研發 ，目前(112學年度上學期)已進行並完成下表中共計4次的社群運作。 

場次 
日期/ 

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主持人/講座/專 

家學者諮詢輔導 地點/備註 

1 
112.08.01   

15:30-17:30 

峰芒畢鹿-本校永續校園結合農

園推動歷程探討及特色課程構

想討論(Holiyo開發歷程) 

主題探索 

同儕省思

對話 

勝利國小許○峯 

勝利國小 

內聘指導1hr 

    含膳費 

2 
112.08.15   

14:00-16:30 

1.仙鹿奇緣-鹿角蕨介紹 

2.顯微鏡底下的植物世界 

主題探索 

同儕省思

對話 
勝利國小湯○霖 

能源教室 

內聘指導

2hrs 

3 
112.08.24   

14:00-16:30 

1.水苔及板材栽培環境介紹 

2.實際體驗 

主題探索 

同儕省思

對話 

勝利國小湯○霖 

會議室 

內聘指導

2hrs 

4 
112.12.20   

16:30-17:30 
專業溫室植物介紹與現場導覽 

主題探索 

同儕省思

對話 

專家諮詢 

萬丹總柴花園 

萬丹 

總柴花園 

含膳費 

 

【目前進度】二、教科書分析 

【完成說明】：已進行112學年度上學期三大出版商各領域之教科書分析，且將於寒

假及下學期持續蒐集相關的顯微鏡課程融入單元，並於寒暑假教師備課日分享相關

成果，鼓勵校內更多教師協助共同完成教科書分析與探究。  

【目前進度】三、Holiyo簡報探討主題設定 

【完成說明】：上學期嘗試以「服飾的編織」倡議「穿對衣服也能節能減碳」、及

「植物的微觀」進行科學工具的操作；下學期將以「打造市區蝴蝶廊道」為主軸。 



伍、  預定完成進度： 

    本計畫預先規劃6個以屏東地方特色為主題，開發手機顯微鏡科學教材與課程

的 Holiyo 密室逃脫關卡，共分3年計畫推動執行，課程設計上，每年選取2個主題，

以科學教師社群方式進行每學年6次的課程與教材研發、2次專家到校輔導與2場公

開觀議課，並發表1次相關主題探究活動；針對教科書部分進行可供手機顯微鏡跨

領域結合應用的單元、素材等，以實際教授單元的班級學生為對象，提供教材資料

的分類、解釋和科學實作(科學過程技能)，並於每學年度下學期安排跨領域協同教

學的操作和實施。 

  

設計屏東縣地方特色為主題的 Holiyo

教材 

從遊戲中深化師生對於手機顯微課程的

應用 

     

    本計畫雖定位為配合學校發展之科學教育與環境教育主題方向，但實際上仍是

由下而上，由學校自然領域小組成員自主成立教師精進社群運作，期許能往「採專

業發展主題形式」邁進，以議題發想主題，從在地到國際，社群小組將發想「屏東

微美力-發展手機顯微鏡結合 Holiyo 資訊跨領域整合之科學課程教材」，共分三年

期，茲將第一年欲執行完成之科學教師專業成長進度規劃如下(表四)： 

 



年份 112年 113年 

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籌備工作             

教學備課             

解說培訓*10             

專家諮詢*6             

期中報告             

寒暑假營隊             

教師研習*2             

期末報告             

計畫查核    *   *   *   

對外推廣 

1. 112 年全國環境教育成果觀摩會-靜態課程(手機顯微鏡)實作 

2. 112 年高雄市仁武國小-教師專業社群環境教育參訪：環教實作課程 

3. 112 年屏東縣社群召集人研習-勝利國小環教與科教社群經驗分享 

4. 112 年屏東縣環教教育宅急便-麟洛國中手機顯微鏡課程分享 

5. 112 年高雄市環境教育成果展-第六屆環教實作競賽成果發表與分享 

6. (預訂)113年 3月辦理屏東縣環境教育暨防災教育成果發表 

 

陸、  建議與討論：(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沒有某一項的能力可單獨存在的』。『各「能力」之間總是或多或少會和其他

項的「能力」有相互依存或包容的關係』。也因此，「科學過程技能」幾乎涵蓋所有

人類的「智能」 (甘漢銧、陳文典，2004) ！為使本計畫順利執行，我們撰寫之三

年期科學教育計畫將運用本校於110學年度已開發之永續校園 Holiyo 2.0 實境解謎遊

戲設計平台教材，此教學設計乃由學校環境教育社群成員們所共同研發，讓本校

「環境教育」特色課程與「資訊媒材」進行跨領域整合，兩相結合產生新的教學火

花。112學年度所預計開發的新教材「發現屏東”微”美力」，更期待能夠讓師生透過

挑戰任務、解出謎團，變身成為帶領夥伴從不同角度重新認識屏東在地環境特色的

科學小偵探！ 

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屏東縣科教計畫112學年度核定計畫較晚，截至112年底學校尚未接到縣府的核

定函，也不確定相關的經費核定金額，以至於在計畫的執行運作上無法順暢進行。



解決方式：1.致電本縣教育處相關業務承辦人，理解其拖延之原因，也詢問了經費

的核撥情形，但學校仍須有相關的核定函方可動用經費，因此我們第一學期的社群

運作採取另案申請並與科教計畫做結合，以利原案之課程討論與教科書分析能順利

進行。2.Holiyo 主題設定，由於已有之前的操作基礎，因此以結合帶領學生參加

「環教實作競賽」的概念整合相關資源，並將科學探究的時程拉長、奠基更豐厚的

學習歷程、以熟悉手機顯微鏡操作與資訊媒材的跨領域課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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