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臺南市公立北區文元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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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名稱 乾淨環境，健康的呼吸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節 

學習情境 
空氣汙染的城市，各種造成空氣汙染的原因很多，汽機車排放廢氣、工廠廢氣、發電廠燃煤、沙塵等等，讓居住在其中的我們處於健

康時時受到威脅的情境。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面對我們城市的空氣汙染源，在市容上造成什麼影響? 

在汽機車的方面，你認為要如何改善呢? 

跨領域之 
大概念 

形式與美學- 

認識我們的市容，觀察各區面貌的差異。互動與關聯- 

透過製作動畫表達各項污染源與健康和市容的關係。透過製作遊戲與主題互動。 

改變與穩定- 

種植大樹，使用電動車，改變汽機車汙染源，改善空氣品質，進而維護我們的健康與市容。視角與表達- 

透過討論與溝通，探討主題產生共識，運用資訊工具與方法產生流程圖與演算法，製作動畫與驅動硬體。交互作用- 

透過建立與主題相關的動畫，體驗了解現狀，建立邏輯正確運算思維。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問題。 

E-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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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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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 能搜尋資料，判定與整理和主題相關的部分。 

2. 能分析情境，產生流程圖與演算法。 

3. 能依照演算法完成動畫的程式。 

4. 能驅動硬體與動畫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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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 1.分組搜尋資料與討論，利用教師編輯好基礎格式的 Google 簡報，整理與記錄環境中的空氣汙染現象。 
任務 2.從資料中，篩選與規劃小情境主題，並討論分析情境主題角色與演算流程。 
任務 3.從產生的演算流程撰寫程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PBL 6P學習架構與模式脈絡圖(各單元問題脈絡) 

(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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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週 

(2) 

驅動問題 
1.我們的空氣怎麼了? 
2.汙染源有哪些? 
3.造成的效應有哪些? 

1.網路應用 
2.問題解決策略 

1.能蒐集網頁資料。 
2.能整理、分析篩選出資
料裡面重要資訊。 
3.能整理在簡報上繪製
心智圖。 

一、主題探討(小組) 
(1)分組，2~3人一組。 
(2)利用搜尋引擎蒐集有關空氣汙
染相關資料。 
(3)討論出與單元問題相關的資料，
並用簡報記錄下來，繪製心智圖。 

繪製心智圖 

第 3-4週 

(2) 

課程實作 1 

1.如何在電腦上整理資料? 

1.排版軟體的操

作 

1.能將內容排版製作簡

報。 

二-1、課程實作(個人) 

1.各自登入 Google雲端硬碟，建立

簡報，將資料排版呈現在簡報中。 

建立與空氣污染相

關的簡報 

第 5-6週 

(1) 

課程實作 2 

1.資料中有哪些汙染的場景、

情境? 

2.情境中有那些重要的角色? 

1.問題解決策略 

2.程式設計 

1.能分析出資料中的不

同情境。 

2.能分析出情境中主要

的角色組成。 

二-2、課程實作(小組) 

1.各組討論從問題中解析出數個情

境。 

2.分析出情境中的主要角色， 

記錄在簡報上。 

編輯簡報檔 

第 6-7週 

(2) 

課程實作 3 

1.角色之間有什麼互動關係

與動作? 

1.問題解決策略 

2.程式設計 

1.能大略推演角色之間

互動的動作。 

2.能細部推演動作在動

二-3、課程實作(小組) 

1.推演角色在情境中運作的動作順

序。 

1.建立情境流程圖

與演算法 

2.分享與介紹 

發現問題/
定義問題
(Problem)

(1)

探究可能
解決方案

(Probe)

(1)

執行方案
(Project)

(2)

製作簡報
(整個執行歷程紀錄)

(Powerpoint)

(1)

發表總結
(Presentation)

(1)

反思修正
(Ponder)

(1)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畫或遊戲中的呈現步驟。 2.記錄運作動作的「大略流程圖」。 

第8-10週 

(3) 

課程實作 3 

1.演算法的邏輯推演是否合

理? 

1.問題解決策略 

2.推演邏輯 

3.程式設計 

1.能細部推演動作在動

畫或遊戲中的呈現步驟。 

2.能發現錯誤邏輯並 

修正。 

二-4、課程實作(小組) 

1.與組員討論推演詳細演算步驟一

遍以上。 

2.修正缺漏的地方，以紅色補上編

號與內容。 

1.建立情境流程圖

與演算法 

2.分享與介紹 

第11週 

(1) 

課程實作 4 

1.如何在舞台上呈現情境、場

景? 

2.如何設計角色? 

3.如何設定角色的起始位置、

起始大小與起始狀態? 

1.問題解決策略 

2.程式設計 

3.藝術創作 

1.能建立情境背景。 

2.能使用 Scratch程式指

令設定角色起始狀態。 

二-5、課程實作(個人) 

1.使用 Scratch 繪圖介面建立情境

背景。 

2.使用 Scratch程式指令【動作】，

設定角色的起始位置。 

3.使用 Scratch程式指令【外觀】，

設定角色的起始大小與起始狀態 

1.繪製圖案 

2.程式編寫與實測 

3.模擬履帶車實作 

第12-14週 

(3) 

課程實作 5 

1.如何對應演算法與 Scratch

積木指令撰寫程式? 

1.問題解決策略 

2.程式設計 

1.能找出相對應演算法

步驟的指令。 

2.能正確堆疊出演算法

步驟順序。 

二-6、課程實作(個人) 

1.閱讀演算法每一個步驟。 

2.理解步驟的實際原理。例如：「角

色放至某一位置」，理解為定位。 

3.對應原理找出指令。 

例如：理解為定位後，找出【動作】

類別中的【定位至 X:(),Y:()】指

令。 

4.啟動程式片段的方式為事件，確

認每一片段對應到的啟動事件是哪

一種；綠旗、訊息廣播，還是按鈕

事件。 

5.堆疊方式有順序堆疊、迴圈包含

堆疊、條件式嵌入判斷句、變數嵌

入，判別演算法的步驟內容屬性，

堆疊嵌入至正 

1.程式編寫與實測 

2.模擬履帶車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確位置。 

第15-16週 

(2) 

驅動問題 

1.我們的空氣怎麼了? 

2.汙染源有哪些? 

3.造成的效應有哪些? 

1.程式設計 

2.發表技巧 

1.能根據執行的結果除

錯。 

2.能發表、解釋與示範展

示作品。 

三、專案分享與評量(小組) 

1.小組輪流發表、解釋與示範呈現

探究出汙染問題的動畫或遊戲。 

2.教師評量與同儕回饋。 

1.專案發表 

2.評量表單 

第17週 

(1) 

驅動問題 

1.如何改善汽機車排放汙染? 

2.如何啟動電動小車? 

3.如何連結電動小車 WiFi? 

1.問題解決策略 

2.硬體操作 

1.能認知汽油車與電動

車的差異。 

2.能連接與阻斷電池。 

3.能將電動小車與 WiFi

連接。 

四-1、課程實作(個人) 

1.記錄汽油車運作原理。 

2.記錄電動車運作原理。 

3.辨識電動小車的元件。 

4.連接電池組，按下電源鈕，確認

電控板過電，再按下 WiFi模組電源

鈕，確認 WiFi模組過電。 

5.開啟 NKNUBLOCK 輸入 IP 與通道

號碼，進行電控板與電腦的無線對

接。 

6.練習第 4 步驟反向操作，阻斷

WiFi 連線與電源，將電動小車還

原。 

實體履帶車操作實

測 

第18-19週 

(2) 

課程實作 6 

1.如何操作電動小車? 

1.問題解決策略 

2.程式設計 

1.能設定減速馬達的方

向與轉速。 

2.能對應方向給予不同

鍵盤上按鍵的設定。 

四-2、課程實作(小組+個人) 

小組討論 

1.小組討論方位的定義。 

2.畫出方位圖並設定鍵盤上對應的

方向鍵。 

個人操作 

3.練習 NKNUBLOCK 中對應減速馬達

的內建方向操作指令。 

4.將這些內建指令對應到鍵盤方向

1.程式編寫與實測 

2.實體履帶車操作

實測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鍵，達成遙控電動車的目的。 

第20-21週 

(2) 

課程實作 7 

1.如何操作電動小車? 

1.問題解決策略 

2.程式設計 

1.能正負方向的馬達轉

動。 

2.能組合左右兩個減速

馬達的轉速轉動方向，推

演出電動小車的行駛方

向操作方式。 

四-2、課程實作(小組+個人) 

個人操作 

1.練習 NKNUBLOCK 中對應減速馬達

的腳位轉速操作指令。小組討論 

2.使用減速馬達的「腳位轉速」操

作指令，組合堆疊出不同方向的控

制程式片段。 

個人操作 

3.將這些組合堆疊到相對應的鍵盤

方向鍵，達成遙控電動車的目的。 

1.程式編寫與實測 

2.實體履帶車操作

實測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臺南市公立北區文元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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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車與車體材料建模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學習情境 可自動行駛的電動車可以隔離汽油車對城市的汙染，但車體外殼的材質包含塑膠，壞掉的車殼沒有被回收的部分，被任意丟棄，造成
環境汙染。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電動車如何自動躲避障礙物? 

人類要如何改善壞掉的車殼沒有被回收的部分，被任意丟棄，造成的環境汙染呢? 

跨領域之 
大概念 

形式與美學- 

認識電動車的外型設計與材料。互動與關聯- 

透過撰寫程式與 3D建模建立改善污染源的關係與互動。改變與穩定- 

改變汽機車材料，改善回收使用的程度，進而維護我們的環境。視角與表達- 

透過討論與溝通，探討主題產生共識，運用資訊工具與方法產生流程圖與演算法，建立 3D模型。交互作用- 

透過建立與主題相關的程式與 3D 模型，並列印出來，體驗了解現狀，建立邏輯正確運算思維。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問題。 

E-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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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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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能搜尋資料，判定與整理和主題相關的部分。 

2.能分析情境，產生流程圖與演算法。 

3.能依照演算法完成控制硬體的程式。 

4.能建立 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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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 1.討論電動車的人工智慧中，與自動駕駛相關躲避障礙物的基本推理機原理。 

任務 2.討論撰寫避障的演算法與程式。 

任務 3.分組搜尋資料與討論，利用 Google簡報，整理與記錄現行車體材料與 3D列印材料的種類與改進的發想。 

任務 4.建立 3D模型。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PBL 6P學習架構與模式脈絡圖(各單元問題脈絡) 

(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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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週 

(2) 

驅動問題 

1.電動車如何自動躲避障礙

物? 

1.網路應用 

2.問題解決策略 

(1)能蒐集網頁資料 

(2)能整理、分析篩選

出資料裡面重要資

訊。 

(3)能整理在簡報上繪

製心智圖。 

一、主題探討(小組) 

(1)分組，2~3人一組。 

(2)利用搜尋引擎蒐集有關自動駕

駛躲避障礙的相關資料。 

(3)討論出與單元問題相關的資

料，並用簡報記錄下來，繪製心智

圖。 

繪製心智圖 

第 3-4週 

(2) 

課程實作 1 

1.如何分析心智圖找出避障

的對應演算法與 Scratch 積

木指令撰寫程式? 

1.問題解決策略 

2.程式設計 

1.能找出相對應演算

法步驟的指令。 

2.能正確堆疊出演算

法步驟順序。 

二-1、課程實作(個人) 

1.重複閱讀心智圖，思考避障的每

一個過程。 

2.依照每一個避障過程，產生演算

法的每一個步驟。 

3.理解步驟的實際原理。 

例如：「障礙物接近電動車」理解為

「超音波距離小於某數」，對應原理

找出指令。 

4.啟動程式片段的方式為事件，確

程式編寫與實測 

發現問題/
定義問題
(Problem)

(1)

探究可能
解決方案

(Probe)

(1)

執行方案
(Project)

(2)

製作簡報
(整個執行歷程紀錄)

(Powerpoint)

(1)

發表總結
(Presentation)

(1)

反思修正
(Ponder)

(1)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認每一片段對應到的啟動事件是哪

一種；綠旗、訊息廣播，還是按鈕

或超音波感測事件。 

5.堆疊方式有順序堆疊、迴圈包含 

堆疊、條件式嵌入判斷句、變數嵌

入，判別演算法的步驟內容屬性， 

堆疊嵌入至正確位置。 

第 5-6週 

(2) 

課程實作 2 

1.如何接收 UDP訊息? 

2.如何找出車子接力對應的

演算法與 Scratch 積木指令

撰寫程式? 

1.問題解決策略 

2.程式設計 

1.能找出相對應演算

法步驟的指令。 

2.能正確堆疊出演算

法步驟順序。 

二-2、課程實作(分組) 

1.練習 UDP訊息的發送與接收。 

2.繪製接力主題心智圖。 

3.重複閱讀心智圖，思考避障的每

一個過程。 

4.依照每一個接力賽過程，產生演

算法的每一個步驟。 

5.理解步驟的實際原理。 

例如：「障礙物接近電動車」理解為

「超音波距離小於某數」，「接棒」

理解為「UDP訊息傳遞與接收」，對

應原理找出指令 

6.啟動程式片段的方式為事件，確

認每一片段對應到的啟動事件是哪

一種；綠旗、訊息廣播，還是按鈕

或超音波感測事件。 

7.堆疊方式有順序堆疊、迴圈包含

堆疊、條件式嵌入判斷句、變數嵌

入，判別演算法的步驟內容屬性， 

堆疊嵌入至正確位置。 

程式編寫與實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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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週 

(2) 

課程實作 3 

1.如何在電腦上整理資料? 

1.Google 簡報的操

作。 

1.能將內容排版製作

簡報。 

二-3、課程實作(個人) 

1.各自登入 Google雲端硬碟，建立

作業簡報，將資料排版呈現在簡報

中。 

建立與空氣污染

相關的簡報 

第 9週 

(1) 

驅動問題 

1.人類要如何改善壞掉的車

殼沒有被回收的部分，被任意

丟棄，造成的環境汙染呢? 

1.網路應用 

2.問題解決策略 

(1)能蒐集網頁資料。 

(2)能整理、分析篩選

出資料裡面重要資訊。 

(3)能整理在簡報上。 

一、主題探討(小組) 

(1)分組，2~3人一組。 

(2)利用搜尋有關 3D 列印材料的相

關資料。 

(3)討論篩選出與單元問題相關的

資料，並用簡報記錄下來。 

編輯簡報檔 

第 10-11週 

(2) 

課程實作 1 

1.如何登入 Tinkercad? 

2.如何操作 Tinkercad建模

平台? 

1.網路應用 

2.藝術創作 

(1)能利用 Google帳

號登入 Tinkercad。 

(2)能完成 Tinkercad

資源中心基本課程。 

二-1、課程實作(個人) 

1.拜訪 Tinkercad網站，

https://www.tinkercad.com/，輸

入 Google 教育版帳號登入。 

2.建立檔案資料庫 

3.進入資源中心課程頁面，練習

3D建模的基本操作技能課程的練

習。 

1.在協作平台貼

上自己的起手式

資料庫連結 

第 12-13週 

(2) 

課程實作 2 

1.如何建立 3D模型? 

1.網路應用 

2.藝術創作 

(1)能利用資源中心的

技能，繪製輪胎的 3D 

模型。 

二-2、課程實作(個人) 

1.利用建模技巧，拖曳、拉伸、旋

轉與縮放等建立輪胎各部位。 

2.建立「洞」的形體，利用群組， 

挖空塑形特殊部位與整體。 

操作建模軟體 

第 14-15週 

(2) 

課程實作 3 

1.如何解析 3D模型? 

2.如何重塑模型? 

1.網路應用 

2.藝術創作 

(1)能利用解除群組的

功能，拆解模型。 

(2)能分離模型各部

位。 

(3)能重建模型。 

二-3、課程實作(個人) 

1.利用建模技巧，「解除群組」，將

模型解除群組。 

2.利用建模技巧，拖曳，分離模型

各部位，並記錄尺寸與相關位置數

據。 

1.在簡報上分別

貼上拆解後與重

建後的檔案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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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啟新專案，建模技巧，分別建

立各部位零件，並群組各部位， 

還原完整模型。 

第 16-17週 

(2) 

課程實作 4 

1.如何創作自己的 3D模型? 

1.網路應用 

2.藝術創作 

(1)能手繪立體簡圖

(2)能依照簡圖建模 

二-4、課程實作(個人) 

1.利用建模技巧，拖曳、拉伸、旋

轉與縮放等建立車子各部位零件。 

2.利用建模技巧，群組各部位，還 

原完整模型。 

1.在簡報貼上建

模完成的檔案連

結 

第 18週 

(1) 

驅動問題 

1.人類要如何改善壞掉的車

殼沒有被回收的部分，被任意

丟棄，造成的環境汙染呢? 

1.程式設計 

2.藝術創作 

3.發表技巧 

1.能根據執行的結果

除錯。 

2.能完成建模。 

3.能發表、解釋與示範

展示作品。 

三、專案分享與評量(分組) 

1.輪流發表、解釋與示範呈現探究

出汙染問題的簡報。(個人) 

2.展示 3D建模作品簡報的網頁。 

3.教師評量與同儕回饋。 

1.作品發表 

2.評量表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