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臺南市公(私)立關廟區五甲國民中(小)學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參考說明 

專題名稱 創思藝起來-生活實踐「加」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40)節 

學習情境 

依照STEA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rt,andMathematics)理念，讓學生在數學邏輯的基礎下，藉由動手建構工程與呈現藝

術美學，來學習科學和技術的內涵。學生可以練習用不同的觀點切入思考，在多元發展下培養出跨界溝通的能力。然而，現實生活中，

學生常抱怨學校空間有限，且籃球場太遠，下課時間不足，上課容易遲到。但只要發揮一些巧思，就可以發現生活周遭可運用的素材，

設計出有趣味性的遊戲機，增進下課時教室內的樂趣。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發揮巧思，增進下課時教室內的樂趣? 

跨領域之 
大概念 結構與功能：利用生活周遭可運用的素材，發揮巧思，設計及改造成可操作的遊戲機，成為生活「創」「藝」實踐家。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課程目標 
透過本 PBL 課程喚醒學生多元感官，覺察生活中有許多表現與動手創作的機會，建立非學科的自信及成就感；討論、蒐集材料，創

作「遊戲機」，並培養創作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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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遊戲機」：  

1.合作討論，確定主題。  

2.設計作品，蒐集材料。  

3.製作成品，分享試玩。 

PBL 6P學習架構與模式脈絡圖(各單元問題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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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本表為第一單元   單元問題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年)共 6個單元) 

單元核心問題 思考如何用環保玩「遊戲」?  
 

教學期程 第一週至第三週 教學節數 
4節 

160分鐘 

學習內容(校訂) 

【社會】 

Dc-III-1團體或會議的運作可以透過成員適切的討論歷程做出決定。 

【綜合】 

Bc-III-3運用各類資源解決問題的規劃。 

學習目標 

1. 能使用環保方式玩遊戲。 

2. 找出遊戲機吸引人的特點和原因。  

3. 確定製作主題。  

節數規劃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學習評量)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4 

1. 大家都喜歡玩遊戲，請想一想我們如何盡一己

之力，可以用什麼樣環保的方式，邊做環保邊

玩遊戲呢？ 

2. 想一想，大家有看過哪些類型的遊戲機? 

3. 說一說，影片中看到哪些遊戲機? 

4. 引導學生討論並挑選出各組有興趣的遊戲機，

以及挑選的原因。 

1. 小組討論有什麼樣的遊戲符合環保

特色。 

2. 觀看製作「遊戲機」的相關影片。  

3. 小組討論遊戲機吸引人的特點和原

因。  

4. 討論並挑選有興趣的主題。 

1. 教師設定作品評量標準。  

2. 小組確定製作主題。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本表為第二單元   單元問題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年)共 6個單元) 

單元核心問題 如何畫出「遊戲機」設計圖及蒐集材料?  教學期程 第三週至第八週 教學節數 
10節 

400分鐘 

學習內容(校訂) 

【數學】 

S-6-1放大與縮小：比例思考的應用。「幾倍放大圖」、「幾倍縮小圖」。知道縮放時，對應角相等，對應邊成比例。 

【綜合】 

Bb-III-2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學習目標 
1. 畫出設計圖及列舉可用材料。  

2. 小組完成工作分配。 

節數規劃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學習評量)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3 
1. 引導學生如何應用「幾倍放大圖」、「幾倍縮

小圖」，繪製遊戲機的設計圖。 

1. 小組依選定的主題，繪製設計圖。  

2. 思考遊戲機的設計圖比例。 

1. 完成遊戲機設計圖。 

2. 完成列舉材料清單。 

3. 完成小組工作分配表。 

5 

1. 想一想，生活中有哪些材料可以運用於遊戲機

的設計? 

2. 引導學生完成列舉材料清單。 

1. 小組討論遊戲機所需要的材料。 

2. 列舉並完成列舉材料清單。 

3. 蒐集可用材料。  

2 1.  引導學生完成小組工作分配表。 1. 小組討論工作的分配。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本表為第三單元   單元問題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年)共 6個單元) 

單元核心問題 如何組裝「遊戲機」成品?  
 

教學期程 第九週至第十四週 教學節數 
  12節 

480分鐘 

學習內容(校訂) 

【藝術】 

視 E-III-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自然科學】 

INb-III-4 力可藉由簡單機械傳遞。 

【綜合】 

Bd-III-1 生活美感的運用與創意實踐。 

學習目標 1. 分工合作，組裝成品。 

節數規劃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學習評量)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12 

1. 引導學生使用平板觀看遊戲機製作影片，並且

按照繪製的設計圖比例下去切割遊戲機材料。 

2. 引導學生按照小組工作分配表分工合作。 

3. 想一想，如何有效率的組裝遊戲機？ 

4. 引導學生設定遊戲機之規則。 

1. 小組分工合作，切割材料，組裝成

品。 

2. 實際操作遊戲機，發現問題。 

3. 小組合作完成遊戲機，設定遊戲規

則。 

1. 完成遊戲機。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本表為第四單元   單元問題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年)共 6個單元) 

單元核心問題 如何製作「遊戲機」歷程簡報? 
 

教學期程 
第十五週至 

第十七週 
教學節數 

  6節 

240分鐘 

學習內容(校訂) 

【綜合】 

Bc-III-3運用各類資源解決問題的規劃。 

Bb-III-2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社會】 

Dc-III-1團體或會議的運作可以透過成員適切的討論歷程做出決定。 

【國語文】 

2-Ⅲ-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邏輯。 

學習目標 
1. 分工合作，製作簡報。 

2. 上台發表簡報。 

節數規劃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學習評量)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4 

1. 引導學生分組討論製作遊戲機有哪些步驟與

流程？ 

2. 引導學生分組討論製作遊戲機遇到哪些困

難，並且如何克服困難？ 

3. 引導學生討論製作遊戲機之設計理念。 

1. 小組討論製作遊戲機之步驟與流

程。 

2. 小組討論製作遊戲機遇到之困難

與如何克服困難。  

3. 製作遊戲機歷程簡報。 

1. 完成製作遊戲機歷程簡報。  

2. 上台發表簡報。 

2 1. 引導學生上台發表簡報。 
1. 小組上台發表設計理念，分享創作

遊戲機的歷程簡報。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本表為第五單元   單元問題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年)共 6個單元) 

單元核心問題 如何舉辦「遊戲機」試玩大會?  
 

教學期程 
第十八週至 

第十九週 
教學節數 

  4節 

160分鐘 

學習內容(校訂) 

【社會】 

Dc-III-1團體或會議的運作可以透過成員適切的討論歷程做出決定。 

【國語文】 

2-Ⅲ-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邏輯。 

【綜合】 

Bd-III-1 生活美感的運用與創意實踐。 

學習目標 1. 舉辦試玩大會，並給予回饋。  

節數規劃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學習評量)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4 
1. 引導學生有邏輯的上台說明遊戲規則。 

2. 引導學生依評量標準完成自評表、互評表。 

1. 示範操作遊戲機及說明遊戲規則。 

2. 利用「世界咖啡館」活動舉辦試玩

大會，依評量標準完成自評、互評

表。 

3. 針對作品給予回饋。 

1. 上台說明遊戲規則。  

2. 完成自評、互評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本表為第六單元   單元問題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年)共 6個單元) 

單元核心問題 如何優化「遊戲機」?  
 

教學期程 
第二十週至 

第二十一週 
教學節數 

  4節 

160分鐘 

學習內容(校訂) 

【社會】 

Dc-III-1團體或會議的運作可以透過成員適切的討論歷程做出決定。 

【綜合】 

Bb-III-2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Bc-III-3運用各類資源解決問題的規劃。 

Bd-III-1 生活美感的運用與創意實踐。 

學習目標 1. 實際操作遊戲機，並優化作品。 

節數規劃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學習評量)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4 

1. 引導學生歸納與分析試玩大會的回饋資料。 

2. 想一想，如何改善遊戲機的缺點，讓遊戲機使

用上更方便？ 

3. 想一想，可以用什麼方式美化遊戲機？ 

1. 小組歸納與分析試玩大會的學生

回饋資料。 

2. 小組根據學生回饋資料，討論出遊

戲機的缺點，改善缺點、優化作品。 

1. 優化遊戲機。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臺南市公(私)立關廟區五甲國民中(小)學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創思藝起來-生活實踐「加」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37)節 

學習情境 

地球的大氣組成成分正在改變，造成的全球氣候變化也日益顯著。台灣各地最高氣溫屢屢也打破歷史記錄，讓學生在學校教室當中，

總是汗流浹背，頻頻喊熱，這些現象都是極端氣候的證據。身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我們在教室中應如何發揮巧思，減緩高溫帶來的

不適和影響，成為生活實踐家？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何在教室中用「低碳」的方式，減緩高溫帶來的不適和影響？ 

跨領域之 

大概念 
變遷與因果：因極端氣候，教室溫度不斷攀升，藉由實驗過程，培養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的環保小尖兵。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目標 藉由探討汗流浹背和體感溫度高的原因，並透過實驗過程，找出教室中可實行的「低碳」方式，並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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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實驗結果」海報：  

1.探討原因，選擇方法。  

2.分組合作，完成實驗。  

3.實驗發表，教室試行。  

PBL學習架構與模式脈絡圖(各單元問題脈絡) 

 

降低上課時
汗流浹背的

問題
(Problem)

(6)

在教室裡降
低體感溫度
的方案
(Probe)

(10)

進行低碳實
驗讓自己在
教室更舒適

(Project)
(7)

製作低碳實驗

歷程海報
(整個執行歷程紀錄)

(Powerpoint)
(6)

發表低碳實

驗結果
(Presentation)

(4)

在教室試行

低碳生活並

反思與修正
(Ponder)

(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本表為第一單元   單元問題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年)共六個單元) 

單元核心問題 如何降低上課時汗流浹背的問題?  教學期程 第一週至第四週 教學節數 
  6節 

240分鐘 

學習內容(校訂) 
【自然科學】 

INd-III-2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學習目標 
1. 找出汗流浹背的可能原因。  

2. 提出減緩汗流浹背的方法。  

節數規劃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學習評量)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6 

1. 想一想，為什麼學生上課時會汗流浹背? 

2. 想一想，教室內、外的熱源有哪些? 

3. 教師引導學生歸納與分析熱源的種類。 

4. 想一想，如何減緩汗流浹背的方法? 

5. 引導學生將方法分門別類，並分析其優劣。 

1. 討論汗流浹背的原因(外在/自身)。  

2. 學生能找出的熱源(教室內/教室

外)。  

3. 分析熱源的種類(可控/不可控)。  

4. 腦力激盪，討論出減緩汗流浹背的

方法。  

5. 能將方法分門別類，並分析其優劣。 

6. 學生討論後，製作減緩汗流浹背的

方法比較表。 

1. 製作減緩汗流浹背的方法比較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本表為第二單元   單元問題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年)共六個單元) 

單元核心問題 如何找出在教室裡降低體感溫度，提升身體舒適度的方案?  教學期程 第五週至第十週 教學節數 
  10節 

400分鐘 

學習內容(校訂) 
【自然科學】 

INd-III-2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學習目標 找出在教室中降低體感溫度的方案。  

節數規劃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學習評量)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4 
1. 想一想，體感溫度和室溫有什麼差別？ 

2. 引導學生說出影響體感溫度的原因。 

1. 討論體感溫度和室溫的差別。  

2. 學生能說出影響體感溫度的原因。  

製作降低體感溫度的方法比較表。 

4 
1. 想一想，如何降低體感溫度？ 

2. 引導學生分組討論降低體感溫度的方法。 

1. 腦力激盪，討論出降低體感溫度的

方法。  

2 1. 引導學生上台報告。 
1. 小組報告適合在教室中降低體感

溫度的方法。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本表為第三單元   單元問題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年)共六個單元) 

單元核心問題 如何進行「低碳」實驗讓自己在教室更舒服?  教學期程 第十週至第十四週 教學節數 
  7節 

280分鐘 

學習內容(校訂) 

【國語文】  

2-Ⅲ-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邏輯。 

【自然科學】  

INd-III-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學習目標 讓學生透過討論與實驗，使用「低碳」的方式讓自己在教室更舒適。 

節數規劃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學習評量)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3 

1. 教師介紹「低碳」生活，並引導學生完成學習

單。 

2. 想一想，有哪些低碳的方式，可以「減緩汗流

浹背」？ 

3. 想一想，有哪些低碳的方式，可以「降低體感

溫度」？ 

4. 引導學生討論並選擇一項方法來進行實驗。 

1. 理解「低碳」生活，並完成學習單。 

2. 各組討論並選擇一項「減緩汗流浹

背」的方法來進行實驗。  

3. 各組討論並選擇一項「降低體感溫

度」的方法來進行實驗。  

1. 實驗紀錄表。 

2. 「低碳」九宮格學習單。 

4 1. 引導學生進行「低碳」實驗。 
1. 各組根據討論的方法進行「低碳」

實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本表為第四單元   單元問題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年)共六個單元) 

單元核心問題 如何製作「低碳」實驗歷程海報? 教學期程 
第十四週至 

第十七週 
教學節數 

  6節 

240分鐘 

學習內容(校訂) 

【綜合】 

Bd-III-1 生活美感的運用與創意實踐。 

Bd-III-2 正向面對生活美感與創意的多樣性表現。 

【藝術】 

視 E-III-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視 E-III-3 設計思考與實作。 

學習目標 運用生活美感與創意，製作實驗歷程海報。 

節數規劃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學習評量)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6 

1. 引導學生歸納與分析低碳實驗的步驟。 

2. 引導學生運用生活美感與創意，製作實驗歷程

海報． 

1. 製作實驗歷程海報。 

1. 製作實驗歷程海報。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本表為第五單元   單元問題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年)共六個單元) 

單元核心問題 如何發表「低碳」實驗結果? 教學期程 
第十八週至 

第十九週 
教學節數 

  4節 

160分鐘 

學習內容(校訂) 

【國語文】  

2-Ⅲ-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邏輯。 

【自然科學】  

INd-III-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學習目標 上台發表實驗結果與實驗歷程海報。 

節數規劃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學習評量)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4 
1. 引導學生上台發表實驗結果。 

2. 引導學生根據實驗結果，比較方法之優劣。 

1. 發表實驗結果，並比較方法之優

劣。 

2. 依照「低碳」生活的原則，歸納出

較環保的方式。 

1. 上台發表與歸納。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單元問題設計版)附參考說明 

本表為第六單元   單元問題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年)共六個單元) 

單元核心問題 反思後，如何修正在教室試行低碳生活的結果? 教學期程 
第二十週至 

第二十一週 
教學節數 

  4節 

160分鐘 

學習內容(校訂) 

【社會】 

Dc-III-1團體或會議的運作可以透過成員適切的討論歷程做出決定。 

【綜合】 

Bb-III-2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Bc-III-3運用各類資源解決問題的規劃。 

學習目標 
1. 在教室試行低碳生活。 

2. 反思與修正在教室試行低碳生活後的問題。 

節數規劃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學習評量)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4 

1. 引導學生在教室試行「低碳」生活。 

2. 想一想，在教室試行「低碳」生活後的問題有

哪些？ 

3. 引導學生反思與修正問題。 

1. 學生在教室試行「低碳」生活。 

2. 小組歸納與分析，在教室試行「低

碳」生活後的問題。 

3. 小組經過討論與反思，修正並解決

問題。 

1. 在教室試行「低碳」生活。 

2. 反思與修正問題。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各個單元以教學期程順序依序撰寫，每個單元需有一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表，表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