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綠色地球─綠能篇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節 

學習情境 

永續綠能係指維持生命兼顧產業永續經營的友善環境之能源供給系統。有別於儲量有限且會產生污染的傳統化石能源，綠色能源更

符合永續環境保護的要求。綠色能源雖然是能源的一種，但它增加溫室氣體的可能性非常低，危及生態環境的影響也甚小。九份子

位於台南市低碳示範區，為落實九份子國中小融入友善環境的永續綠能，學生嘗試規劃「永續綠能新契機」的專題計畫，找尋屬於

未來世界的綠能新選擇。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果你是綠能科技的環保小尖兵，身為九份子居民的你會想要發展甚麼綠能科技？ 

跨領域之 

大概念 

選擇與責任： 

透過認識綠色消費、能源、能源辯論等單元課程進行綠色能源的教學，教導學生落實珍愛地球的行動力。因為地球資源有限，認識

能源，知道能源有限，需當省則省、當用則用，讓人類能長久在安全穩定的環境中永續發展。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厚 1-IV-1樂於實踐促進健康的生活型態。 

厚 3-IV-1澄清個人價值觀，並在生活中實踐，提升個人生命意義與自我肯定。 

高 1-IV-1針對選定的學習主題或議題，運用創意與美感思考，進行探究與實作。 

課程目標 

1. 認識綠色能源，了解人類如何製造與運用綠色能源，與使用綠色能源所造成的影響，覺察人類與環境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反思

經濟發展與環境維護之間取得平衡的途徑。 

2. 進行綠能主題探究，以小組合作方式鎖定本校周邊區域一項綠能設施，進行綠能之專題探究並產出實際可具體發展之應用模

型。 

表現任務 

(總結性) 

任務類型：□資訊類簡報  □書面類簡報   □展演類  ⬛作品類  □服務類  □其他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綠色地球-「綠能」創意可行方案: 

各小組(6~7 人)進行綠能主題探究，以小組合作方式鎖定本校周邊區域一項綠能設施，進行綠能之專題探究並產出實際可具體發展

之應用模型。。 

1.觀察紀錄:九份子周邊可行的綠能方案。 

2.資料蒐集:蒐集綠能科技至少三種的相關資料。 

3.歸納評估:依據所蒐集的綠能物來科技，找尋適合九份子的專題行動。 

4.口頭報告:每小組報告 15分鐘，發表內容包含綠能選擇與專題製作。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問題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 

(學習評量)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1-4週 
 

什麼是綠色能源？ 1. 認識綠能源-探

索未來方向 

2. 太陽能 

3. 台灣太陽能應用

現況 

1.能說出綠色能源的

種類。 

2.能學習從綠色能源

裡歸納出未來應用。 

1. 認識綠能源-探索未來方向 

2. 學生小組分配確定、討論議題 

3. 課程內容概要： 探索七種再

生能源(太陽能、風力、水

力、生質能、地熱、海洋能、

氫能)。台灣如何因應? 

4. 太陽熱能發電-說明槽線與碟

盤集熱型應用構造台 

5. 太陽能熱水系統-台灣應用、

矽晶太陽光發電系統與建築物

應用手法技術 

1.完成學習單。 

2.口頭報告。 

5-7週 
 

風力發電與水力發電的差異？ 1. 風力- 風力機型

式與構造 

2. 台灣風力發電與

世界之比較 

3. 水力-慣常水利、

抽蓄水力 

4. 台灣水力發電與

世界之比較 

1.能說出風力與水力

發電的種類。 

2.能學習從綠色能源

裡歸納出未來應用。 

1. 垂直式與水平式風力機 

2. 大型風力機構造-傳動系統與

電力轉換 

3. 迎風轉向、葉片調整及煞車系

統  

4. 全球風力發電概況與未來趨勢

-離岸式風力發電 

5. 台灣風力發電潛力與現況 

6. 慣常水利發電原理 

7. 水力電廠構造-攔水與蓄水設

施 

8. 抽蓄水力發電原理(4)水力發

電案例 

1.完成學習單。 

2.口頭報告。 

8-10週 
 

甚麼是生質能發電？ 1. 生質能-生質酒

精、生質柴油、

廢棄物與沼氣利

用 

2. 台灣生質能應用

與世界之比較 

3. 校園盤查-九份

子周邊地區調查 

1.能說出生質能的種

類。 

2.能學習從綠色能源

裡歸納出未來應用。 

3.搜尋在地綠色能源

場域 

1. 生質酒精 

2. 生質柴油 

3. 廢棄物與沼氣利用-燃燒技

術、衍生燃料 

4. 沼氣發電處理系統 

5. 全球生質能應用概況-發電、

製熱、運輸工具 

6. 台灣生質能應用現況-廢棄物

1.完成學習單。 

2.口頭報告。 

3.戶外生態踏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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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沼氣利用 

7. 生質能應用案例 

11-13週 甚麼是地熱能？ 1. 地熱能-地熱發

電、地熱直接使

用 

2. 台灣地熱能發展

與世界之比較 

1.能說出地熱能的種

類。 

2.能學習從綠色能源

裡歸納出未來應用。 

1. 傳統地熱發電系統-乾蒸汽技

術、閃發式技術 

2. 雙循環地熱發電系統 

3. 乾熱岩地熱發電系統直接使用 

4. 全球地熱能應用概況 

5. 台灣地熱發電潛力 

6. 台灣未來地熱發電之推動 

1. 完成學習單 

2. 口頭報告 

14-17週 台灣有足夠能力發展海洋能

嗎？ 

1. 海洋能-潮汐發

電、波浪發電、

海流發電、海洋

溫差發電 

2. 台灣與世界海洋

能發展現況 

1.能說出海洋能源的

種類。 

2.能學習從綠色能源

裡歸納出未來應用。 

1. 海洋發電-潮汐發電、波浪發

電、海流發電、海洋溫差發

電、海洋鹽差發電 

2. 全球海洋能發展概況(2)能源

危機-海洋能技術成長(3)台灣

海洋能發電潛力 

1.完成學習單。 

2.口頭報告。 

18-19週 
 

甚麼是氫能？ 1. 氫能-氫燃料電

池車、氫基礎建

設、氫氣儲存 

1.能說出氫能的種

類。 

2.能學習從綠色能源

裡歸納出未來應用。 

 

1. 氫燃料電池車原理 

2. 氫燃料潔淨動力來源 

3. 氫基礎建設選擇-天然氣提煉

氫、熱化學反應分解產生氫 

4. 氫經濟案例 

1. 方案計畫 

2. 口頭報告 

20週 綠色能源專題製作與發表 1. 小組專題發表 1. 透由回顧與省

思，深化個人對

綠色能源的反思 

2. 小組專題導向學

習 

1. 完成小組專題討論 

2. 小組報告小組成果。 

3. 教師回饋與歸納。 

1.方案計畫 

2.口頭報告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盛食不剩」-食物保衛小尖兵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學習情境 

中午營養午餐用餐時間開始約莫 10 分鐘左右，數位學生就已經出現在合作社外走動。有些因為覺得學校營養午餐不合口味，連吃都

沒吃;有些因為天氣熱影響胃口，只想喝飲料。用餐時間結束時，負責抬餐桶的同學就開始抱怨，餐桶怎麼還是這麼重，ＯＯ同學你

為什麼都不吃營養午餐，抬回廚房很遠很累耶。 

 

學校午餐剩食過多，學生們只顧飲食喜好，缺乏營養、健康、珍惜食物等相關概念，因此起心動念以學校午餐做為課程設計起點，

讓學生覺察生活中無意的浪費，對環境造成沉重的負荷，並了解食物得來之不易，進而能在生活中擬定與實踐惜食計畫。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果你是九份子食物保衛小尖兵，如何規劃具體可行的營養午餐「盛食不剩」方案，讓全校師生共同實踐呢? 

跨領域之 

大概念 

選擇與責任： 

從綠色能源延伸至生質能的應用；透過觀察校園生活中營養午餐食用習慣與資源未盡其用之現象，並發揮永續精神讓食物物盡其

用，選擇更合宜且友善環境的運用模式，做出結合環境永續與健康生活的選擇，負起世界公民應有之責任。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厚 1-IV-1樂於實踐促進健康的生活型態。 

厚 3-IV-1澄清個人價值觀，並在生活中實踐，提升個人生命意義與自我肯定。 

高 1-IV-1針對選定的學習主題或議題，運用創意與美感思考，進行探究與實作。 

課程目標 

學生能透過觀察營養午餐食用習慣與現象，瞭解午餐上桌歷程，體認剩食為可被利用資源之重要性；透過訪談了解學生(師生)用餐

喜惡及廚工處理剩食之因應方式，分析因果，發揮創意，藉由推動方案創意發表「盛食不剩」惜食之價值，爭取師生認同共同實

踐，以達到「永續」的精神。 

表現任務 

(總結性) 

任務類型：□資訊類簡報  □書面類簡報   □展演類  □作品類  □服務類  ⬛其他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食物保衛小尖兵-「盛食不剩」推動方案: 

各小組(6~7 人)報告在校園裡觀察到的營養午餐食用狀況，提出於九份子校園內可永續執行的「盛食不剩」推動方案，發揮食物最

大價值，並規劃推廣方式，帶動全校師生共同參與。 

1.觀察紀錄:提供為期 10天的營養午餐食用狀況及剩食的處理。 

2.資料蒐集:每小組訪談不同年段學生 20人以上、以及廚工訪談，蒐集至少三種剩食處理方法的相關資料。 

3.歸納評估:依據班級剩食數量/多寡，分析原因，評估可行的「盛食不剩」行動。 

4.口頭報告:每小組報告 7分鐘，每生均須報告，進行班內初選推派出班級食物保衛小尖兵。於晨會期間進行全校宣導及票選。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問題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 

(學習評量) 

1-4週 
 

你把營養午餐吃完了嗎? 

 

1.營養午餐實錄 

2.表格記錄法 

3.歸納法 

1.能學習客觀且完整

的紀錄。 

2.能學習從數據趨勢

歸納出現象。 
 

 

1.設計營養午餐紀錄表，記錄每日

營養午餐菜色，每道菜色喜愛程度

及食用前食用完照片。(重量紀錄) 

2.口頭報告營養午餐食用狀況| 

3.觀看午餐剩食紀錄後思考：這些

數據呈現的意義為何？ 
 

1.完成兩周的營

養午餐食用紀錄

表。 

2.口頭報告。 

5-7週 
 

營養午餐是如何從食材成為

你的盤中飧? 
 

1.營養午餐的定義與

功能 

2.營養午餐食品安全 

3.營養午餐衛生管理 

4.營養午餐廚房運作

流程 

瞭解午餐上桌歷程，

體認剩食為可被利用

資源之重要性。 

 

1. 營養午餐相關資料蒐集 

2. 踏查學校廚房及訪談廚工 

1. 完成學習單 

2.  

8-10週 
 

大家對於營養午餐的評價為

何呢? 

 

(針對師生) 

1.問卷設計方法 

2.訪談技巧 

3.問卷分析 

認識不同的問卷類

型，了解其執行上的

優缺點。透過角色扮

演模擬訪談情境，進

而能於實際訪談時順

利進行。 

透過訪談了解師生用

餐偏好 

1. 比較問卷的類型並比較優劣 

2. 角色扮演-模擬訪談的情境因應 

3. 實地訪談紀錄 

 

1.問卷訪談 

2.口頭報告 

11-13週 沒吃完的營養午餐去哪了? 

(訪談廚工  了解目前的處理

方式) 

1.因果分析 透過訪談廚工處理剩

食之因應方式，分析

因果。 

 

1.播放糧荒及台灣剩食相關影片，

引導思考：剩食與環境、人類生存

的意義。 

2.閱讀剩食相關的報導或書籍。 

3.分析探究造成食物浪費的原因 

 

 

3. 完成學習單 

4. 口頭報告 

14-17週 我可以用什麼方法改善剩食

的現象? 

1.KJ法則 

2.四角辯論 

透過訪談了解學生

(師生)用餐偏好及廚

1.回家蒐集生活中減少食物浪費的

方法與策略。 

1.KJ法則腦力激

盪歷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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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型(prototype)

設計 

工處理剩食之因應方

式，分析因果 

 

2.小組分享在生活中減少食物浪費

的可行方法或策略。 

3.依據課堂討論與回饋，擬定個人

或家庭的惜食計畫及實踐規劃表。 

4.總結：食物浪費不僅發生在餐桌

之上，土地、食物、資源等都有可

能發生。 

2.惜食實踐計畫

表 

3.文宣樣品 

18-19週 
 

如何有效推廣「盛食不剩」

行動? 

1.口語表達力 發揮創意，規劃推動

「盛食不剩」方案發

表的形式，宣導惜食

之價值，爭取師生認

同。 

 

1.分組報告 

2.填寫互評表 

3.提出問題與建議 

3. 方案計畫 

4. 口頭報告 

20週 從剩食變盛食結合生質能源

的轉化利用，思考我對地球

能有什麼幫助? 

 

1.黃金圈 

 

 

透由回顧與省思，深

化個人 

1.說明黃金圈法則及其運用 

2.理解黃金圈任務，完成小組討論 

3.小組報告小組成果。 

4.教師回饋與歸納。 

1.學習單 

2.口頭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