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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下營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參考說明 

專題名稱 智慧機器人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節 

學習情境 

STEM 教育是目前熱門的跨學科教學方法，主要在於課程將結合四大領域的專業知識，破除學科之間的隔閡，企圖從課程連結真實生
活情境以激發孩子的學習潛力，本課程便是利用機器人作為學習媒介，試圖啟發及培養孩子的 STEAM素養。主題式的課程設計，可以
引導學生在問題情境中利用程式的編撰及運算思維的邏輯探索尋找解決之道。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憑藉融入動物生存保育與機器仿生蟲拯救任務等議題，為了製作出機器仿生的功能，自然而然的發揮「數學」素養、「自然」素養，
大自然中的生物是如何對抗劇烈環境的改變? 要如何協助自然界生物與環境和平共處的契機呢？ 
 

跨領域之 
大概念 科技啟發生活。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1.科-J-A3利用科技資源，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動。 

2.科-J-B2理解資訊與科技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課程目標 應用 AI科技創造智能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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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實體積木作品:(1)建造高塔(2)搭建跳舞小人(3)電風扇(4)仿生機器人 
2. 程式設計：燈光模組(微笑、文字、跑馬燈、顯示器)、啟動跳舞小人、控制電風扇轉速、機器人行走 
3. 影片：拍攝跳舞小人移動、拍攝不同模式電扇的運轉情況、紀錄仿生機器人行動模式 
4. 製作機器人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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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參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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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週 我與機器人的初相識 

1. 認識程式軟體界面 

2. 正確開啟程式軟體與連線 

3. 了解機器模組的電子零件 

認識 AI機器人編程步

驟 

1. 知道程式指令的顏色有不同

的功能 

2. 認識燈光模組及練習編寫燈
光模組的程式 

3. 將檔案正確傳輸到主機 

啟動機器人燈光模組 

第 4-8週 不插電結構組織 

1. 認識常用積木零件的種
類和特性 

2. 認識結構 

各種有相互關聯的物

體組合 

1. 依照引導創造基本立體結構 
2. 認識齒輪 
3. 運用齒輪組合傳輸動力 

建造高塔 

第 9-13週 迴圈萬花筒 

1. 了解可以繪製出規則圖
形的繪圖器 

2. 認識曲柄搖桿機構 
3. 了解動力與機構的關係 
4. 認識齒輪的垂直運動 

1. 控制齒輪與馬達 

2. 撰寫迴圈程式 

1. 學習程式設計控制萬花尺
運轉 

2. 學習多個齒輪連續傳動 
3. 認識主機的愛心模式與馬

達轉動程式 
4. 能使風扇執行轉動功能 

1. 控制萬花尺以不

同的功率工作 

2. 搭建跳舞小人 

3. 製作電風扇 

第 14-16週 仿生機器人 

1. 依據特定步驟製作仿生

機器人機構 

2. 認識連桿機構 

 

1. 認識仿生科技 

2. 運用序列化指令

完成任務 

1. 能了解仿生科技的用途 
2. 能搭建範例仿生機器人 
3. 能使機器人正確行走 

1. 組裝仿生機器人 

2. 撰寫機器人移動

程式 

第 17-19週 機器人的生平 

1. 熟悉機器人的結構與特色 

2. 分析與拆解程式 

1. 解說機器人的架構 

2. 將程式轉化為敘述

式 

1. 了解各種機器人程式的功能 

2. 用書面或口語的方式說明編

撰的程式 

機器人說明書的編撰 

第 20-21週 智慧知多少 

1. 發表機器人成果 

2. 闡述機器人對生活的影響

及反思 

察覺與省思機器人的

影響 

1. 分組發表機器人的簡報 

2. 學生的回饋與建議 

機器人簡報 

第 22週 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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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下營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參考說明 

專題名稱 智慧機器人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節 

學習情境 

STEM 教育是目前熱門的跨學科教學方法，主要在於課程將結合四大領域的專業知識，破除學科之間的隔閡，企圖從課程連結真實生
活情境以激發孩子的學習潛力，本課程便是利用機器人作為學習媒介，試圖啟發及培養孩子的 STEAM素養。主題式的課程設計，可以
引導學生在問題情境中利用程式的編撰及運算思維的邏輯探索尋找解決之道。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憑藉融入生活中人類制定並運行的規則與機器車遵守交通規則任務等議題，製作出機器能辨識與遵守規則的功能，自然而然的發揮數
學、自然、科技等素養，在社會中人類是如何對遵循既定規範?要如何讓機器人也遵循一樣的規則呢？ 
 

跨領域之 
大概念 科技啟發生活。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1.科-J-A3利用科技資源，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動。 

2.科-J-B2理解資訊與科技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課程目標 應用 AI科技創造智能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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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實體積木作品：(1)旋轉陀螺儀(2)組裝自走車(3)改裝碰碰車 
2. 程式設計：自有車前進後退左右轉彎、邊軸旋轉、順逆時針中軸旋轉、撰寫壓力感應器程式 
3. 影片：汽車自動執行前進後退轉彎、汽車碰撞、汽車辨識紅綠燈 
4. 製作汽車操作規則說明書 

PBL 6P學習架構與模式脈絡圖(各單元問題脈絡) 

(節數)  

方向小尖兵

(3)
噗噗自走車

(5)
瘋狂碰碰車

(7)

汽車操作說明書

(3)

汽車操作展示

(2)

汽車操作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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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參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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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週 方向小尖兵 

1. 認識指尖陀螺,陀螺儀,

轉動慣量,定軸作用 

2. 了解何為陀螺儀 

3. 發現汽車方向構造 

認識齒輪、齒輪比 1. 學習齒輪的用途 
2. 製作一個快速的旋轉讓陀螺儀

不傾倒 

製作旋轉陀螺儀 

第 4-8週 噗噗自走車 

1. 能學會自走車移動控制 
2. 能運用序列化指令完成任

務 

1. 控制自走車移動 

2. 運用序列化指令完

成任務 

1. 製作自走車機構 
2. 編撰自走車移動程式 

自走車組裝與行

走程式撰寫 

第 9-12週 瘋狂碰碰車(1) 

1. 認識壓力感應器的硬體設
計 

2. 了解多種操控壓力感應器
的程式指令 

1. 能知道觸碰感應器

按下、鬆開、碰撞

的不同 

2. 能運用觸碰感應器

觸發自走車進行移

動 

1. 使用感應器偵測按壓，測量力
量大小 

2. 編撰指令操控壓力感應器 
3. 運用壓力應器觸發自走車進行

移動 

製作碰碰車 

第 13-15週 瘋狂碰碰車(2) 

1. 認識顏色感應器 
2. 了解顏色感應器事件觸發

的方式 

能辨別紅綠燈 1. 認識顏色感應器—原理與規格 
2. 認識顏色感應器—事件觸發 

改裝碰碰車 

第 16-18週 汽車操作說明書 

1. 認識汽車交通規則 

2. 製做說明書將機器人與生

活規範結合 

3. 認識電動車運用於生活中 

1. 知道電動車在生活

中的便利 

2. 能說明機器人的操

作規範 

1. 利用 Word製作機器人操作文件 

2. 製作簡報展示汽車使用方法及

宣導遵守交通規則 

1. 製作操作說明

文件 

2. 製作簡報 

第 19-21週 汽車操作展示與回饋 

1. 發表機器車成果 

2. 闡述機器人對生活的影響

及反思 

察覺與省思機器人的

影響 

1. 分組發表簡報 

2. 學生的回饋與建議 

汽車操作簡報 

第 22週 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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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