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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學校基本資料表

●　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基本資料表

kkkkk

學校校名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普通型 1. 學術群：普通科

技術型

專業群科

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電子科、電機科
3.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4. 外語群：應用英語科、應用日語科
5.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多媒體設計科、室內設計科
6. 家政群：幼兒保育科、時尚造型科
7.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建教合作班

重
點
產
業
專
班

產學攜手
合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

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

其他

進修部

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2.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3. 家政群：美容科
4.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特殊教育及
特殊類型

1. 服務群：餐飲服務科

聯絡人

處  室 教務處

職  稱 課務組長

電    話 03-575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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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壹、依據

一、 總統發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3條

二、 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 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課程實施規範

五、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建教合作班課程實施規範

六、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用技能學程課程實施規範

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

八、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

九、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課程綱要

十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十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十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

十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

十五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

四、 108年6月21日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班課程實施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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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現況貳、學校現況

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表表2-12-1 前一學年度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前一學年度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類型 群別 科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小計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科 5 229 5 227 5 220 15 676

技術型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4 158 5 128 5 109 14 395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2 91 2 75 2 70 6 236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1 48 1 41 1 42 3 131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1 48 1 42 1 43 3 133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3 136 3 131 3 116 9 383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2 88 2 86 2 83 6 257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2 91 2 84 2 85 6 260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1 48 1 45 1 48 3 141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1 48 1 45 1 43 3 136

設計群 室內設計科 1 50 1 48 1 43 3 141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2 90 2 76 2 74 6 240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2 94 2 87 2 69 6 250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1 45 1 32 1 27 3 10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5 237 5 184 4 169 14 590

進修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1 34 1 18 1 17 3 69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1 31 1 34 1 28 3 93

家政群 美容科 1 29 0 0 1 25 2 54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1 24 2 61 1 32 4 117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1 34 1 33 1 29 3 96

集中式特
殊教育班

服務群 餐飲服務科 1 3 1 12 1 6 3 21

合計 39 1656 40 1489 39 1378 118 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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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科班一覽表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表表2-22-2  113113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

學校類型 群別 科班別 班級數 每班人數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科 5 45

技術型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3 45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2 45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1 4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1 45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3 45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2 45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2 45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1 45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1 45

設計群 室內設計科 1 45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2 45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1 45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2 45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1 45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5 45

進修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1 40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1 40

家政群 美容科 1 40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2 40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1 40

合計 39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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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建教合作班科別班數三、辦理建教合作班科別班數
表表2-32-3  113113學年度辦理建教合作班科別班數一覽表學年度辦理建教合作班科別班數一覽表

項目

辦理方式及群別

說明

備註
辦理科別 班級數 核定招生人數

輪
調
式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1班 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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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請以文字描述或圖示方式呈現請以文字描述或圖示方式呈現 )
  

一、學校願景一、學校願景

在主動、多元、無縫接軌的學習過程中，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發現學生的天賦，培養自信心與上進心，讓學生重新當學習
的主人。我們不求速成，但求扎根，不把考試成績當成唯一的績效指標，但成就應該是多元的。讓每一個孩子找到最適合自
己的位置，讓他們都擁有“成功的機會”，每個人都可以從零變英雄，未來生涯之路就會更加順利而穩定成長。故擬定「以
學生學習為中心、搭建適性多元的學習平台、成就每一位光復的孩子」為校務發展重點方向，擘劃出學校願景為： 自主學習
－厚植學習經驗，豐富獨特的生命價值、 創新思維－開發優質潛能，發展受用的關鍵能力、 關懷包容－溝通關懷包容，尊
重不同的多元文化、 未來人才－奠定核心能力，成就自信的未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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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二、學生圖像

學習力

  終身學習 成就自我：學生具備學習的方法與技巧，擁有學習的動機和熱情，展現積極的學習態度，充實專業能力。

思考力

  批判思考 面對挑戰：學生能連結既有知識，進行邏輯思考、獨立判斷，訓練解決問題的能力

創新力

  積極創新 適應未來：學生具備獨創性的思維能力，擁有機敏度和開放態度，改進或創造新的事物，增加職場競爭力

關懷力

  服務關懷 陶冶人格：學生能肯定自己並同理他人，具備自律心和榮譽感，陶冶服務奉獻和利他的良善品格

溝通力

  互動溝通 尊重包容：學生具備表達自己想法的能力，培養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見的雅量，擁有溝通協調和團隊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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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108年1月18日校務會議通過
111年1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1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110年3月1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16363B號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
訂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48人，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每年8月1日起至隔年7月31日止，其組織
成員如下：

  

(一) 召集人：校長。
(二) 學校行政人員：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全中部主任、輔導主任、進修部主任、主任教官、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
任、圖書館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設備組長、課務組長、實習組長、就業組長、全中教學組長、全中註冊組長、進
修部教務組長、日生輔組長、資料組長擔任之，共計21人；並由課務組長兼任執行秘書。
(三) 學科教師：
由各學科召集人（含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自然科、社會科、應用英語科、體育科、生命教育科、輔導科、藝能科）
擔任之，每學科1-2人，共計13人。
(四) 專業群科(學程)教師：
由各專業群科(學程)之科主任或學程召集人(汽車科、電訊科、資處科、設計科、 
時尚科、幼保科、應日科、觀餐科)擔任之，每專業群科(學程)1人，共計8人。
(五)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教師：
由服務群(餐飲服務科)召集人擔任之，共計1人。
(六) 專家學者：
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1人擔任之。
(七) 產業代表：
由學校聘任產業代表1人擔任之。(設有專業群科學程者應設置之)
(八) 學生代表：
由學生會或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1人擔任之。
(九) 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
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1人擔任之。

三、 本委員會根據總綱的基本理念和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

  

(一)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三)審查學校教科用書的選用，以及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
(四)進行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五)成立任務型組織，審議與課程發展相關之事項。

四、 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十一月及六月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二)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三)本委員會每年十一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送所屬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四)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
方得議決。
(五)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六)本委員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和進修部協辦。

五、本委員會設各領域/學科教學研究會、各專業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及各群課程研究會(以下簡稱各研究會)：

  

(一) 各領域/學科教學研究會：由各領域/學科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二) 各專業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由各專業群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群科/學程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
(三) 各群課程研究會：由該群各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該群之科/學程主任互推召集人並擔任主席。
除前項各研究會外，並得成立各項任務型編組，由本委員會指定相關人員專責各項與課程發展相關之工作。
研究會針對專業議題討論時，應邀請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參加。

六、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和整體課程設計。
(二)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三)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四)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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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辦理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
(六)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
(七)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八)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九)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十)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七、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一)各學科/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行四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各群課程研究會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
議。
(二)每學期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各學科和專業群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送請本委員會審查。
(三)各研究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由召集人召集之，得由連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四)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
方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五)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群)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辦理。
(六)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科(群)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習處協助之。

八、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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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規劃與學生進路伍、課程規劃與學生進路

    

一、群科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一、群科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

表5-1  群科教育目標、科專業能力與學生圖像對應表

群群
別別

科科
別別

產業人力需求產業人力需求
或職場進路或職場進路

科教育目標科教育目標 科專業能力科專業能力

學生圖像學生圖像

學學
習習
力力

思思
考考
力力

創創
新新
力力

關關
懷懷
力力

溝溝
通通
力力

電電
機機
與與
電電
子子
群群

資資
訊訊
科科

1.電子資訊相關產業技術人1.電子資訊相關產業技術人
員。員。
2.電子資訊產業相關專業人2.電子資訊產業相關專業人
員。員。
3.電子資訊相關行業設計維3.電子資訊相關行業設計維
修技術員從業人員。修技術員從業人員。

1.培養各企業所需之電子資1.培養各企業所需之電子資
訊科技基層人才。(基礎)訊科技基層人才。(基礎)
2.培養電子資訊科技應用及2.培養電子資訊科技應用及
安裝修護的專業人才。(專長安裝修護的專業人才。(專長
分流1)分流1)
3.培養機器人應用相關工作3.培養機器人應用相關工作
的專業人才。(專長分流2)的專業人才。(專長分流2)
4.培養電子資訊相關專業領4.培養電子資訊相關專業領
域繼續進修人才。(再進修)域繼續進修人才。(再進修)

具備應用電腦技能解決具備應用電腦技能解決
電子資訊專業問題之能電子資訊專業問題之能
力。力。

●● ●● ●●

使用電子資訊科技基本使用電子資訊科技基本
工具、電子儀器及電子工具、電子儀器及電子
資訊相關專業能力。資訊相關專業能力。

●● ●● ●●

能使用查閱資訊專業手能使用查閱資訊專業手
冊、識別接線圖及電路冊、識別接線圖及電路
製作之能力。製作之能力。

●● ●● ●● ●●

具備電子資訊裝置組具備電子資訊裝置組
裝、量測及檢修設定應裝、量測及檢修設定應
用之能力。用之能力。

●● ●● ●●

具備程式設計、電子資具備程式設計、電子資
訊專業整合開發應用及訊專業整合開發應用及
專題報告撰寫之能力。專題報告撰寫之能力。

●● ●● ●● ●● ●●

具備職業道德、工作態具備職業道德、工作態
度、積極進取、敬業樂度、積極進取、敬業樂
群及培養終身學習的態群及培養終身學習的態
度。度。

●● ●● ●● ●●

備註： 1. 各科教育目標及科專業能力，請參照群科課程綱要或實用技能學程課程實施規範，研訂敘寫。

2. 學生圖像欄位，請填入學生圖像文字，各欄請以打點表示科專業能力與學生圖像之對應，「●」代表高度對應，
「○」代表低度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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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科課程規劃二、群科課程規劃

表5-2-1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輪調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應用電具備應用電
腦技能解決腦技能解決
電子資訊專電子資訊專
業問題之能業問題之能

力。力。

使用電子資使用電子資
訊科技基本訊科技基本
工具、電子工具、電子
儀器及電子儀器及電子
資訊相關專資訊相關專
業能力。業能力。

能使用查閱能使用查閱
資訊專業手資訊專業手
冊、識別接冊、識別接
線圖及電路線圖及電路
製作之能製作之能

力。力。

具備電子資具備電子資
訊裝置組訊裝置組

裝、量測及裝、量測及
檢修設定應檢修設定應
用之能力。用之能力。

具備程式設具備程式設
計、電子資計、電子資
訊專業整合訊專業整合
開發應用及開發應用及
專題報告撰專題報告撰
寫之能力。寫之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工作態德、工作態
度、積極進度、積極進
取、敬業樂取、敬業樂
群及培養終群及培養終
身學習的態身學習的態

度。度。

部
定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基本電學基本電學 ● ○ ● ○ ● ●

電子學電子學 ● ○ ● ○ ● ●

實
習
科
目

基本電學實習基本電學實習 ● ● ● ● ○ ●

電子學實習電子學實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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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1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輪調式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續)
(以科別辦理方式為單位，1科1式1表)
課程課程
類別類別

科目科目 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

備註備註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具備應用電具備應用電
腦技能解決腦技能解決
電子資訊專電子資訊專
業問題之能業問題之能

力。力。

使用電子資使用電子資
訊科技基本訊科技基本
工具、電子工具、電子
儀器及電子儀器及電子
資訊相關專資訊相關專
業能力。業能力。

能使用查閱能使用查閱
資訊專業手資訊專業手
冊、識別接冊、識別接
線圖及電路線圖及電路
製作之能製作之能

力。力。

具備電子資具備電子資
訊裝置組訊裝置組

裝、量測及裝、量測及
檢修設定應檢修設定應
用之能力。用之能力。

具備程式設具備程式設
計、電子資計、電子資
訊專業整合訊專業整合
開發應用及開發應用及
專題報告撰專題報告撰
寫之能力。寫之能力。

具備職業道具備職業道
德、工作態德、工作態
度、積極進度、積極進
取、敬業樂取、敬業樂
群及培養終群及培養終
身學習的態身學習的態

度。度。

校
訂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電子專業英文電子專業英文 ● ● ● ○ ○ ●

微處理機微處理機 ● ○ ○ ● ● ●

實
習
科
目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 ● ● ● ● ●

程式設計實習程式設計實習 ● ○ ○ ○ ● ●

可程式邏輯設計可程式邏輯設計
實習實習

● ○ ● ● ● ●

單晶片微處理機單晶片微處理機
實習實習

● ● ● ○ ● ●

行動裝置應用實行動裝置應用實
習習

● ○ ○ ● ● ●

微電腦應用實習微電腦應用實習 ● ● ● ● ● ●

電腦裝修實習電腦裝修實習 ● ● ○ ● ● ●

校
訂
選
修

專
業
科
目

電腦網路概論電腦網路概論 ● ○ ● ● ○ ●

電腦裝修電腦裝修 ● ● ○ ● ● ●

實
習
科
目

單晶片實驗單晶片實驗 ● ● ○ ○ ● ●

機器人實習機器人實習 ○ ○ ● ● ● ●

電子電路實習電子電路實習 ○ ● ● ● ○ ●

電腦繪圖實習電腦繪圖實習 ● ● ● ○ ○ ●

電腦網路架設實電腦網路架設實
習習

● ● ● ● ●

無人載具設計應無人載具設計應
用用

○ ● ● ● ● ●

APP程式設計實APP程式設計實
習習

● ○ ○ ● ● ●

影音剪輯實習影音剪輯實習 ● ● ○ ○ ● ●

介面電路控制實介面電路控制實
習習

○ ○ ○ ○ ○ ○

工業物聯網實習工業物聯網實習 ○ ○ ○ ○ ○ ○

備註： 1. 科專業能力欄位，請於空格中以打點表示科目與專業能力的對應，「●」代表高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有章節明
列；「○」代表低度對應，表示該科目中雖沒有章節明列，教師於授課時仍會提及。

2. 本表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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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群科課程表陸、群科課程表

一、教學科目與學分一、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節 )數表數表

表6-1-1-1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課程類
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3 2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本土語文/臺灣手
語
客語文
閩南語文
閩東語文
臺灣手語
原住民族語文-泰
雅語

2 1 1 2 1 適性分組教學

英語文 4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數學 數學 4 3 2 3 2 適性分組教學

社會

歷史

4地理 3 2

公民與社會 3 2

自然科
學

物理

4

3 2

化學 3 2

生物

藝術

音樂

4

3 2

美術 3 2

藝術生活

綜合活
動

生命教育

4

1 1 2 1

生涯規劃

家政

法律與生活

環境科學概論

科技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3 2

健康與
體育

體育 2 2 1 1 1

健康與護理 2 1 1 2 1

全民國防教育 2 2 1 1 1

小計小計 38 22 15 20 13 6 4 6 4 3 2 0 0

專
業
科
目

基本電學 3 5 3

電子學 3 4.5 3

實
習
科
目

基本電學實習 6 3 3 6 3

電子學實習 6 3 2 6 4

小計小計 18 8 6 6 3 7.5 5 6 4 0 0 0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6 30 21 26 16 13.5 9 12 8 3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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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1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續)

11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輪調式)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學分 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8學分
6.06%

國文進階 6 3 2 3 2 3 2

數學 2 2 1 1 1

專
業
科
目

3學分
2.27%

電子專業英文 1 1.5 1

微處理機 2 3 2

實
習
科
目

18學分
13.64%

專題實作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程式設計實習 2 2 1 2 1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可程式邏輯設計
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單晶片微處理機
實習

1 2 1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行動裝置應用實
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微電腦應用實習 3 5 3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電腦裝修實習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29 0 0 0 0 11.5 7 9 6 14 9 11 7

校
訂
選
修

一
般
科
目

6學分
4.55%

原住民族語文泰
雅語

4 3 2 3 2 同科單班2選1

球類運動 2 1 1 2 1

實用英文 4 3 2 3 2 同科單班2選1

專
業
科
目

6學分
4.55%

電腦網路概論 2 3 2

電腦裝修 4 3 2 3 2

實
習
科
目

29學分
21.97%

單晶片實驗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機器人實習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電子電路實習 3 2 1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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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課程類別
領域領域 //科目及學分科目及學分

數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備註

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數數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節
數

學
分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選
修

實
習
科
目

29學分
21.97%

電腦繪圖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電腦網路架設
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無人載具設計
應用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APP程式設計
實習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影音剪輯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介面電路控制
實習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工業物聯網實
習

4 3 2 3 2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教學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41 2 1 6 4 7 5 11 7 15 10 21 14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合計 70 2 1 6 4 18.5 12 20 13 29 19 32 21

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在校期間應修習學分數 126 32 22 32 20 32 21 32 21 32 21 32 21

團體活動時間團體活動時間((節數節數)) 18 3 3 3 3 3 3

彈性學習時間彈性學習時間((節數節數)) 0 0 0 0 0 0 0

每週總上課節數每週總上課節數 35 35 35 35 35 35

基礎訓練基礎訓練 8

建教合作建教合作
機構機構

職業技能職業技能
訓練訓練

職業技能訓練(一)職業技能訓練(一)

2424

4

職業技能訓練(二)職業技能訓練(二) 4

職業技能訓練(三)職業技能訓練(三) 4

職業技能訓練(四)職業技能訓練(四) 4

職業技能訓練(五)職業技能訓練(五) 4

職業技能訓練(六)職業技能訓練(六) 4

應修習總學分數應修習總學分數 158 26 24 25 25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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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架構表二、課程架構表

(系統產生系統產生 ) 表6-2-1-1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課程架構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輪調式)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數 百分比

部
定

一般科目 38學分 38 28.79%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6 4.55%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9.09%

合        計 56 42.42%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
修

一般科目

66-78學分

8 6.06%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3 2.27%

實習科目 18 13.64%

選
修

一般科目 6 4.55%

專業科目 6 4.55%

實習科目 29 21.97%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科目80%以上

(以校訂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56 80.00%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合計
應佔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60%以上

(以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學分數為分母)
47 83.93% 系統設計

合        計 70 53.03% 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12-18節 18節 系統設計

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 0-6節 0節 系統設計

每週總上課節數 35節 35節 系統設計

基礎訓練 8-12學分 8學分 系統設計

職業技能訓練 24學分 24學分 系統設計

應修習總學分數 156-168學分 158學分 系統設計

 

課程
實施
規範
畢業
條件

應修習總學分數156-168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50學分。

備註： 部定科目及校訂必選修科目之百分比計算，係以132學分做為所佔學分數百分比之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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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技能訓練計畫三、職業技能訓練計畫

表6-3-1-1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輪調式建教合作班職業技能訓練
(以科為單位，1科1式1表)

梯次梯次
((例如：甲、乙梯例如：甲、乙梯))

職業訓練日期職業訓練日期
((例如：例如：113/09/01 ~ 113/11/30)113/09/01 ~ 113/11/30)

人數人數 備註備註

甲梯甲梯

113/09/01 ~ 113/11/30113/09/01 ~ 113/11/30 4545

114/03/01 ~ 114/05/31114/03/01 ~ 114/05/31 4545

114/09/01 ~ 114/11/30114/09/01 ~ 114/11/30 4545

115/03/01 ~ 115/05/31115/03/01 ~ 115/05/31 4545

115/09/01 ~ 115/11/30115/09/01 ~ 115/11/30 4545

116/03/01 ~ 116/05/31116/03/01 ~ 116/05/31 4545

乙梯乙梯

113/12/01 ~ 114/02/28113/12/01 ~ 114/02/28 4545

114/06/01 ~ 114/08/31114/06/01 ~ 114/08/31 4545

114/12/01 ~ 115/02/28114/12/01 ~ 115/02/28 4545

115/06/01 ~ 115/08/31115/06/01 ~ 115/08/31 4545

115/12/01 ~ 116/02/28115/12/01 ~ 116/02/28 4545

116/06/01 ~ 116/08/31116/06/01 ~ 116/08/31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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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說明：

1. 建教合作班團體活動時間每週2-3節，含班級活動1節；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等每

週1-2節。班級活動列為導師每週基本授課節數。

2. 學校宜以三年整體規劃、逐年實施為原則，一學年或一學期之總節數配合實際教學需要，彈性安排各項活動，不受每
週1節或每週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各1節之限制。

3. 本表以校為單位，1校1式1表。

4. 輪調式每學期以12週計算。

表表7-1-1    (輪調式輪調式)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班級活動節數 12 12 12 12 12 12
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節數 24 24 24 24 24 24

合計 36 36 36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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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

    (須註明Ｏ年Ｏ月Ｏ日第Ｏ次課發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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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二、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須註明Ｏ年Ｏ月Ｏ日第Ｏ次課發會通過)
    本項目得併入第一項「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但應獨立條目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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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三、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說明：

1. 若開設類型授予學分數者，請於備註欄位加註說明。

2. 課程類型為「充實(增廣)性教學」或「補強性教學」，且為全學期授課採計學分時，須檢附教學大綱，敘明授課內容
等。

3. 實施對象請填入學程、班級......等
4. 本表以校為單位，1校1式1表。

5. 輪調式每學期以12週計算。

表8-1-1(輪調式)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開設
年段

開設
名稱

每
週
節
數

開
設
週
數

實施
對象

開設類型(可勾選)
師資
規劃
(勾選
是否

內外聘)

備註

(勾選
是否

授學分)

自
主
學
習

選
手
培
訓

充實

(增廣)
性教學

補
強
性
教
學

學校
特色
活動

第
一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資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期

資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資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期

資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三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資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期

資訊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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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一)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附表附2-1-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國文進階

英文名稱 Advanced Chinese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
民國防教育)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3

學分數 2/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各類文本閱讀欣賞與寫作，具備因應實際生活及職業發展的語文素養。
2.促進學生思考、組織、創造與想像之能力。 
3.加強學生人文素養，以陶冶人文關懷之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散文選

範文教學
(1)作者介紹。
(2)題解說明。 
(3)課文講解暨賞析。
(4)課後評量活動。

18

(二)古典詩詞選

範文教學
(1)作者介紹。
(2)題解說明。 
(3)課文講解暨賞析。
(4)課後評量活動。

18

(三)現代詩選

範文教學
(1)作者介紹。
(2)題解說明。 
(3)課文講解暨賞析。
(4)課後評量活動。

18

(四)古典小說選

範文教學
(1)作者介紹。
(2)題解說明。 
(3)課文講解暨賞析。
(4)課後評量活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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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五)作文

作文教學
(1)文體解說。
(2)寫作方法教學。
(3)相關範文觀摩。
(4)課外讀物導讀。 
(5)習作練習（含課外閱讀報告一篇）。

18

(六)應用文
應用文介紹
(1)書信、柬帖、題辭解說。 
(2)履歷、自傳寫作方法教學。

18

合計 108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以紙筆測驗為主，輔以課堂發問、上台練習、作品習作等方式評量

教學資源 坊間教材、網路資源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範文之選材，必須具有語文訓練、文藝欣賞、理性思辨及精神陶冶之價值。 
(2)編選教材時，宜把握語文基本素養的要求，通盤規劃，按文體文類、文字深淺以及內
容性質，作有系統之編排事項。 
(3)每課範文宜附有題解、作者、注釋、課文賞析及問題討論等項目。
(4)選文應力求內容旨趣切合時宜；思理精闢，層次分明；情意真摯，想像豐富；文詞雅
暢，篇幅適度；並兼顧當代議題，啟發學生思考。
(5)課外讀物之選材，宜求文字難易適中，內容賅博周洽，思想新穎深刻，文學樣式多
元，並使學生能自行閱讀吸收，以作為範文教學之補充，亦可從出版商閱讀選文中選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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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

民國防教育)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2/1

學分數 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強化原有數學技能，配合各相關專業科目的教學需要，以達學以致用的目的。
（二）提昇學生計算、理解的能力。 
（三）培養學生後續升學、進修自我發展的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數列與級數
1.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2.等比數列與等比級數。

2

(二)指數與對數及其運算

1.指數與對數及其運算的意義。
2.指數函數及其圖形。
3.對數函數及其圖形。
4.常用對數與其應用。

5

(三)排列組合
1.乘法原理與樹狀圖。
2.排列與組合。
3.二項式定理。

4

(四))機率與統計

1.樣本空間與事件。
2.求機率問題。
3.數學期望值。
4.資料整理與圖表編製。
5.算術平均數、中位數、百分等級。
6.四分位差與標準差。
7.抽樣方法。
8.解讀信賴區間與信心水準。

7

(五)二次曲線

1.圓方程式。
2.圓與直線的關係。
3.拋物線的圖形與標準式。
4.橢圓的圖形與標準式。
5.雙曲線的圖形與標準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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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六)微積分及其應用

1.極限的概念。
2.無窮等比級數。
3.多項函數的導數與導函數。
4.微分公式。
5.微分的應用。
6.積分的概念與反導函數。
7.多項函數的積分。

12

合計 36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以紙筆測驗為主，輔以課堂發問、上台練習等方式評量

教學資源 坊間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本科目大要內容即為二年級數學課程內容，以強化原有數學技能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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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原住民族語文泰雅語

英文名稱 Indigenous Language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

民國防教育)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認識族群與部落故事、傳統生活技能及舞蹈。
2.瞭解族語拼音字母與單字。
3.瞭解族語基本用語及族語歌謠。
4.學習運用族語常用生活用語與簡易對話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泰雅族傳統文化介紹

1.認識族群與部落故事
2.傳統生活技能-耕作介紹
(1)傳統農耕
(2)燒墾耕作與防火措施智慧
(3)播種
3.傳統生活技能-漁撈介紹
(1)魚藤捕撈
(2)射魚、魚叉魚鏡的使用
(3)魚筌與放流

6

(二)族語概說
1.族群的傳說
2.族群的音樂與舞蹈
3.常見族群歌謠教唱，輕鬆學族語

8

(三)族語基本認識
1.認識族群語音符號
2.常用基本問候與招呼語

8

(四)族語基本用語
1.基本的人稱代名詞
2.事務代名詞
3.常用冠詞

8

(五)族語基本用語- 時間與場所 基本副詞表示時間、表示場所及常用冠詞 8

(六)族語基本用語- 親屬稱謂
1.親屬稱謂、稱呼
2.親屬人稱代名詞

6

(七)族語基本用語- 身體與疾病
1.身體部位
2.疾病名稱

6

(八)族語基本用語- 數字與數量
1.數字念法
2.常用數量形容詞

6

(九)族語文化
1.宗教節日-歲時祭儀認識與禁忌介紹
2.祭儀特殊用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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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十)族語應用
1.自我介紹
2.學習日常生活中電話對話
3.運用族語購物與服務人員簡易交談

8

合計 72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三次月考、實施多元評量。其中，學習成效驗收
可以情境演示、歌謠演唱、簡報、筆試、日常相關能力佐證等多元評量方式。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瞭解與學習族語的內容，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線上學習系
統輔助、豐富的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學。運用九階原住民族語言教材或相關自編教
材。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材編選:以符合學生程度自編教材為主。
2.教學方法: (1)講解(2)示範教學(3)練習(4)表演分享(5)交流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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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實用英文

英文名稱 Practical English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

民國防教育)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旨在培養學生認識生活實用職場英文的基本內容、有效的學習方法、熟悉核心詞彙與重要句型，培養學生對學
習與應用英文的興趣與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實用英文詞彙有效學習

學好生活實用英文聽力與閱讀的方式與秘
訣。
2.成功練好生活實用英文聽力與會話的第
一步。
3.要能直接說出口的生活實用基本句子
(約22句)。
4.生活實用職場英文詞彙重音規則複習與
練習。
5.生活實用職場英文詞彙發音與連音規則
複習與練習。
6.生活實用職場英文詞彙發音與連音規則
練習速成。

6

(二)實用英文常用詞彙

1.以低認知負荷的英語關鍵字詞
(vocabulary and keywords)為學習主
軸，依學生程度每週10-30個關鍵字詞。
2.線上數位學習輔助系統介紹。

6

(三)實用英文常用句庫
1.學校教室情境類常用詞彙與用句。
2.日常生活事務(DMM)情境類常用詞彙與
用句—食衣。

6

(四)實用英文情境練習
1.學校教室情境類練習。
2.餐廳點餐與服務情境練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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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五)實用英文常用句庫

1.日常生活事務(DMM)情境類常用詞彙與
用句—住行。
2.日常生活事務(DMM)情境類常用詞彙與
用句—育樂。
3.分組情境表演呈現、討論學習。

12

(六)實用英文聽寫能力的學習測評
體系介紹

1.介紹自主學習數位化輔助教材，強化生
活職場英文聽寫學習能力學習技巧。
2.了解與應用數位學習平台，提升學生課
後自主練習的進度目標。
3.透過數位線上測評輔助，完成3項(含以
上)不同主題的生活實用職場英文心智圖
(Mind map)。

12

(七)實用英文情境練習
1.交通情境類練習(Take a bus)。
2.看診註冊報到情境練習 (In the
hospital)。

6

(八)實用英文常用句庫

1.活動與旅行(BET)情境類的常用詞彙與
用句。
2.電話與溝通技巧(TCS)情境類常用詞彙
與用句。

6

(九)實用英文情境練習

1.機場旅行情境類練習(Airport Check-
in)。
2.會議籌畫準備情境練習(Prepare for a
meeting)。

4

(十)實用英文常用句庫
1.資通訊應用(ICT)賣場情境類常用詞彙
與用句。
2.實習面試情境類常用詞彙與用句。

4

(十一)實用英文情境練習
1.3C賣場服務類情境練習(Airport
Check-in)。
2.實習面試情境類練習。

4

合計 72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二次月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
題作業。其中，學習成效驗收可以情境演示、口頭講演、簡報、筆試、職場英文相關能
力佐證等多元評量方式。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瞭解生活實用職場英文的內容，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線上
學習系統輔助、豐富的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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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以課堂講授與練習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
演示重要詞彙、或常用句庫的聽與說(LS， Listening and Speaking)，以幫助學生瞭解
課程內容及生活英文的應用基礎能力。
教材編選:可選用一般生活實用職場英文書籍或自編教材 相關配合事項：本課程可結合
生涯規劃、職涯體驗探索、英文課程、職場體驗活動、實習活動等之情境教學單元密切
配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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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1-0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球類運動

英文名稱 Ball game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一般科目(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

民國防教育)
非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1/2

學分數 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了解運動的意義
2.認識運動的益處
3.能了解各項運動方法及要領
4.能正確做出各項運動技巧
5.培養遵守規則的態度與習性
6.培養互助合作及互相學習的精神
7.培養積極進取的學習態度
8.學會欣賞各項運動競技的比賽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體適能訓練 肌力、肌耐力的訓練方法 6
(二)排球傳球動作 排球低手傳球動作要領 6
(三)籃球投籃動作 籃球投籃動作要領 8
(四)壘球傳接球動作 壘球傳接球動作要領 8
(五)桌球接發球動作 桌球正手抽球、接發球動作要領 8

合計 36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上課練習及活動參與狀況、各項體能測驗成績

教學資源 本校各運動場地、設備及器材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實施體育教學時除使用各項運動器材為主要教具外，亦可多利用數位光碟、錄影帶、
圖片、相片或掛圖等多媒體設備來輔助教學。
2.為使雨天體育課正常化、多樣化，各校應利用視聽教室或一般教室加裝視聽設備，實
施多媒體教學。
3.各項教學資源除學校設置外亦可鼓勵學生自製簡易運動器具，蒐集相關圖片或剪報等
以增進教學成效。

32



(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附表附2-2-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子專業英文

英文名稱 Electronic Professional English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1.5

學分數 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訓練學生有下列能力:
1.熟悉電子電機領域專業科目英文字彙能力。
2.能運用專業領域英文詞彙溝通。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電子學專業領域英文詞彙
認識電子學專業領域英文詞彙
1.電子學及實習專有名詞
2.基本電學及實習專有名詞

4

(二)微處理器領域英文詞彙
認識微處理器領域英文詞彙
1.微處理器及實習專有名詞
2.專業英文基本會話應用

4

(三)電腦裝修領域英文詞彙
認識電腦裝修專業領域英文詞彙
1.電腦裝修及實習專有名詞
2.專業英文基本會話應用

4

(四)電腦應用軟體領域英文詞彙
認識電腦應用軟體專業領域英文詞彙
1.電腦應用軟體及實習專有名詞
2.專業英文基本會話應用

4

(五)電子電機領域專業英文整合應
用

1.英語會話能力交流 2

合計 18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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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
識)、技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
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
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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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當的
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 少學習困擾，
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 製作
成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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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微處理機

英文名稱 Microprocessor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微處理機之發展背景。
(二)了解微處理機之內部結構與軟體執行流程。 
(三)了解微電腦之週邊裝置與其資料傳輸方法及原理。 
(四)具備微處理機應用之能力。 
(五)養成對微處理機及微電腦學習之興趣。 
(六)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 概論

1.微處理機之發展與應用
2.微處理機之方塊圖及基本結構
3.微處理機指令之提取、解碼及執行
4.微處理機內部處理程序說明

3

(二)微處理機硬體架構

1.微處理機之系統方塊圖
2.匯流排
3.記憶體裝置
4.輸 入 / 輸 出　(I/O)裝置
5.位址的擴展原理
6.I/O裝置擴充設計實作

6

(三)微處理機軟體發展流程

1.微處理機內部軟體之控制
2.高階語言與低階語言之轉換工具介紹
3.微處理機軟體編譯程序
4.組合語言程式撰寫實作

6

(四)資料串/並列傳輸

1.資料輸入/輸出方式
2.資料串列傳輸原理及標準介面
3.通用序列匯流排(USB)介面原理介紹
4.資料並列傳輸原理
5.並列顯示介面晶片介紹
6.資料串/並列傳輸實作

8

36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五)中斷

1.中斷介紹
2.中斷控制原理及優先次序
3.常用中斷控制器晶片介紹
4.中斷控制實作

6

(六)記憶體資料存取

1.資料存取之種類及原理
2.半導體記憶體資料存取之基本原理
3.高容量資料儲存裝置資料存取之基本原
理
4.直接記憶體存取(DMA)之基本原理
5.常用直接記憶體存取(DMA)控制晶片介
紹
6.DMA實例說明

7

合計 36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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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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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腦網路概論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Network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學習應用電腦網路應用實務經驗
2.學習電腦網路應用相關知識
3.了解電腦網路發展趨勢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電腦網路基本概念

1-1 認識電腦網路
1-2 網路資源的分享架構
1-3 電腦通訊簡介
1-4 網路傳輸設備
1-5 通訊協定與網路模型
1-6 無線網路與行動通訊 

6

(二)網際網路的概念
2-1 Internet的演進
2-2 網路位址表示方式

2

(三)網際網路連線方式
3-1 光纖上網與專線上網
3-2 無線網路上網
3-3 使用網路分享檔案

3

(四)瀏覽器WWW

4-1 WWW簡介
4-2 網頁瀏覽器軟體
4-3 瀏覽WWW的基本技巧
4-4 保留網站上的資料

4

(五)網路資源大搜查

5-1 認識搜尋引擎
5-2 搜尋引擎的使用
5-3 圖片與影片的搜尋
5-4 地圖的搜尋

4

(六)網際網路的應用

6-1 檔案傳輸
6-2 電子佈告欄
6-3 即時通訊與網路電話
6-4 認識電子郵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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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七)網路在生活上的應用

7-1 電腦網路學習
7-2 網路影音
7-3 網路購物
7-4 讓生活更便利
7-5 行動生活
7-6 物聯網的應用
7-7 Web 網路服務

8

(八)網路安全與法規

8-1網路安全的基本概念
8-2 網路犯罪與相關法規
8-3 網路安全的防護
8-4 設定瀏覽網站的安全區域
8-5 行動網路安全防護 

5

合計 36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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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 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 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 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 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 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 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 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 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 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 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 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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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2-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腦裝修

英文名稱 Computer decor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能提昇電腦硬體裝修業專之技能，具備從事微電腦及週邊設備操作、組合、測試及簡易維修，並能安裝完成電
腦作業系統之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作項目01 電腦、電子及電機機械識圖 8 上學期

(二)工作項目02 作業準備 8
(三)工作項目03 儀表、軟體及一般工具 8
(四)工作項目04 工作方法 8
(五)工作項目05 裝修及控制應用 4
(六)共同科目一 職業安全衛生 9 下學期

(七)共同科目二 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 9
(八)共同科目三 環境保護 9
(九)共同科目四 節能減碳 9

合計 72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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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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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附表附2-3-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 Thematic produc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旨在協助學生整合三年專業能力表現，確立專題實作主題，閱讀文獻，發展架構，蒐集資料，分析資料，提出
結論與建議，從解決一個實務問題出發。從中結合理論與實務，統整所學理論 、知識與技能，進而分析問題，
提出解決之道。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專題製作歷程

1.教師的進度規劃。
2.學生的進度掌握。 
3.教師的進度追蹤。 
4.歷程檔案敘述。
5.歷程檔案管理。

5

(二)專題製作報告撰寫

1.了解專題報告的基本架構，並能按步驟
完成 報告。 
2.學會使用專題裡WORD的相關應用。
(1) 封面/標題頁 
(2) 中/英文摘要 
(3) 目錄 
(4) 第一章 前言 
(5) 第二章 理論探討 
(6) 第三章 專題設計 
(7) 第四章 專題成果 
(8)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4

(三)專題成果展現

1.團隊方式的編輯 
2.作品格式設定的流程及建議 
3.認識簡報編輯軟體 
4.建立簡報架構 
5.建立成品製作架構 
6.演練與檢討改善

20

(四)專題應用與製作
1.專題實作
2.專題討論

18

(五)專題評量與發表

1.專題成品 
2.書面報告 
3.口頭報告 
4.平時考核

15

合計 7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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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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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 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 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 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 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 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 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 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 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 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 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 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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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程式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 Programming internship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2/2

學分數 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認識 C/C++程式語言的架構。
(二)了解以演算法為基礎的程式設計方法。 
(三)了解以專案開發為目標的程式設計概念。 
(四)具備程式設計之技術與能力。
(五)建立對程式設計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六)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
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 及程式應用介
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程式應用介紹

2 上學期

(二)C/C++程式架構

1.應用實例說明
2.C/C++語言架構 
3.C/C++專案架構介紹 
4.開發環境介面
5.專案除錯實習

4

(三)變數與常數

1.程式架構介紹
2.基本輸入/輸出(I/O)函式介紹 
3.變數和常數宣告
4.變數和常數應用

4

(四)資料型態
1.資料型態實習 
2.資料型態轉換實習 
3.資料型態應用實例

4

(五)運算式及運算子
1.運算式實習 
2.運算子實習 
3.運算式與運算子應用實例 

4

(六)流程指令及迴圈
1.流程指令實習
2.迴圈指令實習 
3.流程指令與迴圈應用實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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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七)陣列及指標
1.陣列實習
2.指標實習
3.陣列與指標應用實例

12 下學期

(八)公用函式及函式應用
1.公用函式實習 
2.函式實習 
3.函式應用實例

12

合計 48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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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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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 Programmable logic design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使學生熟悉數位及類比之區別。
2、認識布林代數的運算及基本邏輯閘。
3、了解組合邏輯的設計步驟及其運用。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作安全

1.類比電路與信號及數位電路與信號的不
同
2.數位系統及類比系統
3.工作安全 
4.數位積體電路及可程式邏輯裝置(PLD)
簡介

2

(二)布林代數實驗

1.數字系統轉換
2.基本邏輯閘
3.布林代數的公式與定義 布林代數的基
本定理與假設

6

(三)組合邏輯的設計實驗

1.卡諾圖法 SOP項.POS項的卡諾圖化簡
2.隨意項的化簡或閘 及閘 反閘 反或閘
反及閘 互斥或閘 反互斥或閘
3.萬用閘 NAND與NOR電路的分析 AOI邏輯
與OAI邏輯

8

(四)組合邏輯的應用實驗

1.加法器 減法器 
2.解碼器 解多工器 編碼器 
3.多工器 多工/解多工器
4. 二進位與格雷碼的互換電路
5. 比較器電路

8

(五)組合邏輯的設計實作
1.同步計數器設計實驗
2.異步計數器設計實驗
3.移位計數器設計實驗

8

(六)序向邏輯設計實驗 1.序向邏輯電路設計實驗 4
合計 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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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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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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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英文名稱 Single wafer microprocessing experi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2

學分數 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微處理機之發展背景。
(二)了解微處理機之內部結構與軟體執行流程。 
(三)了解微電腦之週邊裝置與其資料傳輸方法及原理。 
(四)具備微處理機應用之能力。 
(五)養成對微處理機及微電腦學習之興趣。 
(六)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微電腦應用介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1

(二)微處理機硬體介紹

1.微處理機之系統方塊圖
2.匯流排
3.記憶體裝置
4.輸 入 / 輸 出　(I/O)裝置
5.位址的擴展原理
6.I/O裝置擴充設計實作

2

(三)微處理機軟體安裝

1.微處理機內部軟體之控制
2.高階語言與低階語言之轉換工具介紹
3.微處理機軟體編譯程序
4.組合語言程式撰寫實作

3

(四)資料串/並列傳輸

1.資料輸入/輸出方式
2.資料串列傳輸原理及標準介面
3.通用序列匯流排(USB)介面原理介紹
4.資料並列傳輸原理
5.並列顯示介面晶片介紹
6.資料串/並列傳輸實作

6

(五)中斷

1.中斷介紹
2.中斷控制原理及優先次序
3.常用中斷控制器晶片介紹
4.中斷控制實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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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六)微處理機應用

1.乙太網路實習
2.觸控螢幕實習
3.音訊輸出/輸入控制實習
4.視訊輸出/輸入控制實習

6

合計 24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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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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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英文名稱 Mobile device application experi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行動裝置程式設計之基礎物件導向觀念。
(二)了解行動裝置程式設計過去到現在之情況，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
(三)熟悉行動裝置程式之開發環境。
(四)能自行開發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五)建立對行動裝置應用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六)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行動裝置應用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 行動裝置應用介紹

2

(二)行動裝置環境建置

1.行動裝置軟硬體規格介紹
2.開發環境及工具介紹
3.安裝開發環境及工具
4.開發平台應用介紹及實習

4

(三)行動裝置程式設計入門

1.行動裝置程式介紹
2.程式設計流程
3.元件屬性設定
4.輸入欄位元件

4

(四)使用者介面設計

1. 元件佈局實習
2. 畫面建立及佈局實習
3. 顯示版面屬性設定實習
4. 屬性設定外觀實習
5. 程式設定元件之外觀屬性實習
6. 自訂佈局樣版實習

4

(五)基本介面元件

1. 事件處理機制實習
2. 按鍵事件處理實習
3. 監聽長按事件實習
4. 不同來源物件之相事實習

3

(六)進階介面元件
1. 選項按鈕實習
2. 核取方塊實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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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七)使用者互動設計
1. 下拉式選單元件實習
2. 列舉清單方塊實習
3. 下拉式選單變更顯示項目

3

(八)訊息與交談窗
1. 顯示訊息實習
2. 交談窗實習
3. 日期及時間交談窗實習

3

(九)啟動程式中其他程式

1. 程式中新增實習
2. 智慧型事件啟動程式中其他程式實習
3. 智慧型事件中夾帶資料傳給新程式實
習

3

(十)綜合應用

1. 拍照及顯示相片應用實習
2. 播放音樂及影片應用實習
3. 感應偵測控制用實習
4. 網頁顯示應用實習
5.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GPSGPS)定位、
地圖及功能表應用實習

7

合計 36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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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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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微電腦應用實習

英文名稱 Microcomputer application experi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5

學分數 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認識單晶片微處理機之相關基本原理。
(二)能了解工作原理及設計各種介面硬體電路。
(三)能了解軟體技術與發展環境及控制週邊元件。
(四)具備使用實驗 開發工具進行 快速設計軟硬體開發之能力。
(五)具備高階程式之除錯 能力。
(六)建立對單晶片微處理機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及衛生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2

(二)單晶片微電腦的認識
1.微電腦的基本結構
2.何謂單晶片微電腦

4

(三)單晶片微處理機程式開發流程

1.高階程式開發流程
2.程式編輯、編譯及連結
3.模擬及除錯實習
4.燒錄實習

6

(四)程式撰寫
1.高階程式指令應用 
2.程式編寫演練 

12

(五)基礎控制應用

1.發光二極體控制實習 
2.七段顯示器控制實習 
3.計時器控制實習 
4.計數器控制實習 
5.外部中斷控制實習 

16

(六)進階控制應用

1.點矩陣發光二極體 (LED)控制實習
2.鍵盤控制實習
3.液晶顯示器控制實習
4.步進馬達控制實習
5.聲音控制實習
6.密碼鎖實習

18

合計 5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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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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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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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腦裝修實習

英文名稱 Computer decoration experi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訓練學生有下列能力:
1.個人電腦硬體拆裝，和網路線製作
2.軟體環境安裝與設定
3.安裝應用軟體。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電腦拆裝

拆裝下列
(1) 外殼
(2) 軟式磁碟機
(3) 硬式磁碟機
(4) 光碟機
(5) 電源供應器
(6) 介面卡
(7) 鍵盤
(8) 滑鼠
(9) 軟式磁碟機排線
(10)硬式磁碟機排線
(11) 光碟機排線

8 上學期

(二)個人電腦網路線製作
製作網路線，此網路線須符合
EIA/TIA568B 規範。

4

(三)軟體環境安裝設定1
微軟之作業系統安裝。
規劃硬碟磁區為三區以上，最少有兩個為
系統安裝磁區，一個為資料磁區。

12

(四)軟體環境安裝設定2

1.Linux 或UNIX 之作業系統安裝。
2.設定電腦名稱、桌面、背景
3.設定TCP/IP 。
4.設定使用者帳號密碼、螢幕保護時間、
印表機驅動程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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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五)軟體環境安裝與設定3

1.作業系統中，設定中文輸入法種類。
2.登入FTP 主機更改個人FTP 密碼，以
FTP執行檔案傳輸。
3.在作業系統中，執行壓縮/解壓縮。

14 下學期

(六)軟體環境安裝與設定4

1.製作個人網頁，並設為瀏覽器首頁。
2.在作業系統中，設定中文字型名稱。
3.在作業系統中，設定自動排程備份。
4.在作業系統中，資料區在Linux 或UNIX
之作業系統Mount資料夾。

14

(七)安裝應用軟體
1.文書軟體。
2.電子試算表
3.簡報軟體。

8

合計 72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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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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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單晶片實驗

英文名稱 Single chip experi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使學生熟悉晶片設計流程。
2、認識晶片設計應用實驗。
3、了解晶片設計應用實作步驟及其運用。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作安全

1-1　實習工場設施的認識
1-2　工業安全及衛生
1-3　消防安全
1-4　單晶片微處理機應用展示

2

(二)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儀器認識
及實作

2-1　單晶片微處理機之認識
2-2　基本內、外部結構
2-3　實習儀器操作及展示

4

(三)單晶片微處理機開發流程

3-1　高階程式開發流程
3-2　程式編輯、編譯及連結
3-3　模擬及除錯實習
3-4　燒錄實習

4

(四)程式撰寫
4-1　高階程式指令應用
4-2　程式編寫演練

4

(五)基礎應用控制

5-1　發光二極體控制實習
5-2　七段顯示器控制實習
5-3　計時器控制實習
5-4　計數器控制實習
5-5　外部中斷控制實習

10

(六)進階應用控制

6-1　點矩陣 LED 控制實習
6-2　鍵盤控制實習
6-3　液晶顯示器控制實習
6-4　步進馬達控制實習
6-5　聲音控制實習
6-6　密碼鎖實習

12

合計 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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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
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
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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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
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
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
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
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
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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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0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器人實習

英文名稱 Robot experi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先從工作安全意識的重要性開始，讓學生了解工作安全意識的重要性，利用樂高機器人依Lego NXT-G程式語言
控制動作，以對機器人製作的流程有整體觀念。培養對機器人製作學習興趣之後，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
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作安全 一、工作安全 2 上學期

(二)馬達基本應用 二、馬達基本應用 4
(三)光感應器-機器人視覺應用 三、光感應器- 機器人視覺應用 4
(四)超音波感應器機器人聽覺應用 四、超音波感應器- 機器人聽覺應用 4
(五)聲音感應器-機器人聽覺應用 五、聲音感應器- 機器人聽覺應用 6
(六)觸碰感應器-器人觸覺應用 六、觸碰感應器- 機器人觸覺應用 6
(七)增廣教學1-綜合運用1 七、增廣教學1- 綜合運用 6
(八)增廣教學1-綜合運用2 八、增廣教學2- 綜合運用2 4

(九)工作安全
1.電腦教室管理規則說明及寫作
2.工業安全說明及測驗

2 下學期

(十)伺服馬達基本應用
1.伺服馬達操作及控制注意說明
2.說明及示範：藍芽配對後控制
(B&C馬達)前進、後退、左、右轉彎

6

(十一)機器人控制應用-藍芽無線
控制1

1.說明及示範：
藍芽無線控制-三線競速

6

(十二)機器人控制應用-藍芽無線
控制2

1.說明及示範：
藍芽無線控制-迷宮競速

6

(十三)機器人控制應用-藍芽無線
控制3

1.說明及示範：
藍芽無線控制-循線競速自走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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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十四)增廣教學1-綜合運用1
1.說明及示範：
藍芽無線控制-超音波避障競速自走車

6

(十五)增廣教學2-綜合運用2
1.說明及示範：
藍芽無線控制-全自主控制競速自走車

4

合計 72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 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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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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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子電路實習

英文名稱 Electronic circuit experi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2/3

學分數 1/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工作安全意識的重要性。
二、熟悉基礎焊接技能。 
三、認識基本電子元件。 
四、了解簡單PCB板電子電路套件動作原理並具備完成焊接之能力。
五、對電子電路製作的流程有整體觀念。
六、養成對電子電路製作學習之興趣。 
七、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作安全
1.實習工廠規則說明及寫作
2.電腦教室管理規則說明及寫作
3.工業安全說明及測驗

2 上學期

(二)基礎焊接
1.電烙鐵操作及注意說明
2.說明及示範：上焊點、直走裸線
3.說明及示範：裸線轉彎、裸線接線

4

(三)認識基本電子元件

1.認識電阻
2.認識及計算電阻色碼
3.認識電容
4.認識及計算電容

4

(四)電子鳥鳴器實作
1.電路動作原理說明
2.零件對應PCB板位置及注意事項說明
3.示範操作

4

(五)電子琴實作
1.電子琴電路動作原理說明
2.零件對應PCB板位置及注意事項說明
3.示範操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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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六)增廣教學1-簡易音樂盒
1.簡易音樂盒電路動作原理說明
2.零件對應PCB板位置及注意事項說明
3.示範操作

6

(七)增廣教學2-心型閃爍燈
1.心型閃爍燈電路動作原理說明
2.零件對應PCB板位置及注意事項說明
3.示範操作

6 下學期

(八)增廣教學3-聲控閃爍燈

1.聲控閃爍燈電路動作原理說明
2.零件對應PCB板位置及注意事項說明
3.示範操作

6

(九)三用電錶操作

1.指針式錶頭校正及讀值。
2.歐姆檔操作及讀值。
3.ACV、DCV檔操作及讀值。
4.DCmA檔操作及讀值。
5.使用三用電錶檢修電路。

6

(十)直流電源供應器操作
1.儀器動作原理說明
2.定電壓輸出操作示範及注意說明
3.定電流輸出操作示範及注意說明

2

(十一)訊號產生器操作

1.儀器動作原理說明
2.輸出波形設定操作示範及注意說明
3.輸出頻率設定操作示範及注意說明
4.輸出振幅設定操作示範及注意說明

6

(十二)(十二)數位式示波器
1.儀器動作原理說明
2.操作及注意事項說明
3.顯示波形訊息說明

6

(十三)(十三)增廣教學1-金屬檢測
探測器

1.金屬檢測探測器電路動作原理說明
2.零件對應PCB板位置及注意事項說明
3.示範操作

4

合計 60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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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 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 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 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 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 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 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 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 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 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 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 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 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 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 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 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 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 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 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 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 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 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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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腦繪圖實習

英文名稱 Computer graphics experi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學習電路圖到電路板設計的實務
2.學習電路模擬與電路板設計
3.了解電腦繪圖實務經驗與發展趨勢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作安全 一、工作安全 2

(二)電腦繪圖軟體操作介面
第一章 電腦繪圖軟體操作介面
1.電腦繪圖軟體操作介面簡介
2.電腦繪圖軟體朱案管理

2

(三)電路模擬與電路板設計

第二章 電路模擬與電路板設計
1.設計準備工作
2.零件庫管理
3.搜尋與取用零件
4.電路模擬與電路板設計

4

(四)實用零件設計

第三章 實用零件設計
1.設計準備工作
2.零件庫管理
3.搜尋與取用零件
4.電路繪製

4

(五)PCB電路設計

第四章 PCB電路設計
1.設計準備工作
2.零件庫管理
3.搜尋與取用零件
4.繪製電路圖
5.電路檢查
6.產生網路表
7.產出電路板圖檔

6

(六)階層式電路圖設計

第五章 階層式電路圖設計
1.設計準備工作
2.零件庫管理
3.搜尋與取用零件
4.繪製電路圖
5.階層式電路設計
6.列印電路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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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七)多層板設計

第六章多層板設計
1.設計準備工作
2.零件庫管理
3.搜尋與取用零件
4.繪製電路圖
5.多層式電路設計
6.列印電路板

6

(八)輔助電路板製造

第七章輔助電路板製造
1.併板輸出
2.輸出輔助電路板製造檔案
3.輸出輔助電路板組裝檔案
4.輸出零件表
5.製作練習

6

合計 36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
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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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 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 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 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 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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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腦網路架設實習

英文名稱 Computer network setup experi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提昇電腦硬體裝修業專之技能
2.具備從事電腦及週邊設備操作、組合、測試之能力。
3.具備從事電腦網路架設與維修之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課程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2

(二)電腦硬體周邊設備介紹

電腦硬體周邊設備介紹與安裝:
電腦主機板、CPU、RAM、硬式磁碟機、電
源供應器、DVD、鍵盤、滑鼠、集線器、
HUB、無線基地台、網路測試器。

6

(三)電腦組裝

電腦組裝訓練
(1) 外殼
(2) 軟式磁碟機
(3) 硬式磁碟機
(4) 光碟機
(5) 電源供應器
(6) 介面卡
(7) 鍵盤
(8) 滑鼠
(9) 軟式磁碟機排線
(10)硬式磁碟機排線
(11) 光碟機排線

8

(四)個人電腦網路線製作
製作網路線，此網路線須符合
EIA/TIA568B 規範。

4

(五)無線基地台架設
1.無線基地台架設-硬體組裝
2.無線基地台架設-軟體安裝設定
3.無線基地台測試

10

(六)電腦網路架設
1.網路線製作
2.光纖網路架設
3.電腦網路架設

6

合計 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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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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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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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無人載具設計應用

英文名稱 Unmanned vehicle design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 學習無人載具製作應用的實務經驗
2. 學習程式設計控制應用於無人載具
3. 了解無人載具製作實務經驗與發展趨勢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作安全
1.工作安全
2.無人載具機操作注意事項
3.無人載具機操作發規宣導

4 上學期

(二)無人載具週邊設備介紹
1-1 機體介紹
1-2 操控模式說明
1-3 控制器韌體更新程序

16

(三)無人載具-組裝空中無人機

2-1 飛行模式的組裝
2-2 瞭解App操控元件
2-3 飛行器的操控練習
2-4 飛行模式之自定義鍵的程式設計

16

(四)無人載具-組裝陸地氣墊船
3-1 陸地氣墊船的組裝
3-2 瞭解App操控元件
3-3 陸地模式之自定義鍵的程式設計

12 下學期

(五)無人載具-組裝水上氣墊船
4-1 水上氣墊船的組裝
4-2 瞭解App操控元件
4-3 水上模式之自定義鍵的程式設計

12

(六)無人載具-專題製作
5-1專題製作創意發想
5-2專題製作
5-3專題製作發表

12

合計 7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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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
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 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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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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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APP程式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 APP programming Experi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APP程式設計之基礎物件導向觀念。
(二)了解APP程式設計過去到現在之情況，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
(三)熟悉APP程式之開發環境。
(四)能自行開發APP應用程式。
(五)建立對APP應用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六)具備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操。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APP應用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 APP應用介紹

2 上學期

(二)啟動程式中其他程式

1. 程式中新增實習
2. 智慧型事件啟動程式中其他程式實習
3. 智慧型事件中夾帶資料傳給新程式實
習

12

(三)啟動行裝置內各種程式
1. 智慧型事件啟動程式之方式
2. 智慧型事件啟動電子郵件、簡訊、瀏
覽器、地圖、及網頁(Web)搜尋實習

12

(四)綜合應用

1. 拍照及顯示相片應用實習
2. 播放音樂及影片應用實習
3. 感應偵測控制用實習
4. 網頁顯示應用實習
5.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GPSGPS)定位、
地圖及功能表應用實習

10

(五)進階介面元件
1.選項按鈕實習
2.核取方塊實習
3.圖形顯示實習

8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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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六)使用者互動設計
1.下拉式選單元件實習
2.列舉清單方塊實習
3.下拉式選單變更顯示項目實習

8

(七)訊息與交談窗
1.顯示訊息實習
2.交談窗實習
3.日期及時間交談窗實習

8

(八)啟動程式中其他程式
1.程式中新增程式實習
2.智慧型事件啟動程式中其他程式實習
3.智慧型事件中夾帶資料傳給新程式實習

8

(九)啟動行動裝置內各種程式
1.智慧型事件啟動程式之方式
2.智慧型事件啟動電子郵件、簡訊、瀏覽
器、地圖及網頁(Web) 搜尋實習

4

合計 72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
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 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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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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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影音剪輯實習

英文名稱 Video editing experi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學習影像處理製作應用的實務經驗
2.學習影像處理軟體應用於影片製作
3.了解影像處理製作實務經驗與發展趨勢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作安全
1-1.電腦教室設施介紹 
1-2.工業安全及衛生 
1-3.消防安全

2

(二)影像處理軟體操作

2-1 影像基本概念
2-2 PhotoImpact基本操作
2-3 工具箱的使用
2-4 百寶箱的使用
2-5 數位相片快速編修
2-6 影像合成技巧
2-7 影像輸出與列印

12

(三)影音處理軟體

2-1 影音數位化原理
3-2 音訊的編輯與轉換
3-3 視訊相關軟體介紹
3-4 Movie Maker基本操作

12

(四)影像處理專題製作
4-1影片剪輯與特效運用
4-2 輸出與分享影片

10

合計 36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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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進行輔
導。
6.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
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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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習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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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介面電路控制實習

英文名稱 Interface circuit control internship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

學分數 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學習介面電路控制理論。
2.學習介面電路控制應用電子元件。
3.學習介面電路控制應用程式設計。
4.學習介面電路控制感測器應用實作。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介面電路控制
應用

　1-1 工場環境及機具認識
　1-2 工業安全衛生及消防知識說明與操
作
　1-3 介面電路控制器操作與應用
　　實習１ 程式編寫初體驗
　　實習2 程式燒錄及執行動作

4

(二)通用序列匯流排介面

　2-1 通用序列匯流排介面說明
　2-2 發光二極體及七段顯示器掃描控制
　　實習3 發光二極體控制實習
　　實習4 通用序列匯流排介面（USB）
與Arduino 串列埠互相通訊
　　實習5 七段顯示器基本應用實習
　　實習6 計時器製作

8

(三)通用序列匯流排介面專題

　3-1 液晶顯示器模組控制實作
　　實習7 I2C 液晶顯示器顯示
　3-2 鍵盤掃描及點矩陣顯示器掃描控制
　　實習8 4×4 矩陣式鍵盤實習
　　實習9 身分安全識別控制實習
　　實習10 MAX7219 點矩陣顯示器掃描
控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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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四)數位類比轉換介面

4-1 數位類比轉換模組原理
　　實習11 節能調光LED 燈控制實習
　　實習12 自動點滅燈光控制實習
4-2 馬達運轉控制
　　實習12 光控直流馬達速度調整控制
實習

8

(五)環境感測介面

5-1 感測器原理
　　實習13 紅外線動作感測控制實習
　　實習14 瓦斯感測器控制實習
5-2 溫濕度感測器
　　實習15 溫濕度感測器控制實習

8

合計 36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
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 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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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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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附2-3-1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工業物聯網實習

英文名稱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Internship
師資來源 內聘    外聘

科目屬性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分組    不分組)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 資訊科

辦理方式 輪調式

授課節數 3/3

學分數 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學習工業物聯網理論。
2.學習電子電路應用於物聯網控制。
3.學習將程式設計應用於物聯網控制。
4.學習物聯網控制實作。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工場安全衛生及實習設備簡介
1-1 工場環境及機具認識
1-2 工業安全衛生及消防知識說明與操作
1-3 物聯網實習模組操作與簡介

2 上學期

(二)認識物聯網與微控制器
2-1 Arduino歷史與物聯網
2-2 常見晶片比較
2-3 ESP32腳位編號及用途

4

(三)開發環境架設
3-1 ESP32環境設定
3-2 Hello World!

4

(四)數位寫入及數位讀取
4-1 數位寫入：路口紅綠燈
4-2 數位讀取：來客報知機

4

(五)類比讀取與類比寫入
5-1 類比讀取：多段小夜燈
5-2 類比寫入：空氣品質指示燈

4

(六) 超音波與蜂鳴器
6-1 超音波距離感測
6-2 倒車雷達

5

(七)溫濕度與顯示器應用
7-1 溫濕度感測（DHT11）
7-2 1602LCD顯示器

5

(八)藍牙應用
8-1 簡易藍牙傳輸
8-2 藍牙雙向傳輸
8-3 藍牙指令與語音辨識

8

(九)無線網路應用
9-1 網路連線
9-2 HTTPClient 抓取PM 2.5 資訊
9-3 JSON 資料解析

6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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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十)雲端資料庫
10-1 ThingSpeak 雲端圖表
10-2 ESP32 自動更新圖

5

(十一)網路通訊應用
11-1開啟網路通訊應用服務
11-2程式設計與環境架設應用
11-3倉庫異常通知機器人

7

(十二)網路資料庫應用
12-1Google Sheet資料庫設定
12-2 IFTTT設定
12-3 ESP32傳送到Google Sheet測試

6

(十三)MQTT控制應用
13-1 MQTT協定
13-2 MQTT控制程式設計與應用
13-3 MQTT遠端控制實作-遠端飼料機

6

(十四)影像串流應用
14-1 CameraWebServer視訊串流
14-2 人臉部辨識
14-3 人體感測拍照存檔

6

合計 72節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資訊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生做自我以明瞭習成就與困難為繼續教學或補救之依
據，並使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教育的方針在於五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
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定口試筆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
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習能力不同，評量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求努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
比較產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及形成以便即時了解學生習困難。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 除作為教師改進材、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
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解 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 學生實
施增廣教學，以使其潛能充分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 學設備及媒體，師應分利用材、具其他學資源。
2.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 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
3.學校可配合產業界的資源，以充實習設備提升與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教學內容及實施，須與專業理論密切配合，由實習單元觀察驗證教學內容，以
提高學生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能體驗營及辦理產觀，加強業界教學
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落差提昇學生技術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學資源及提供數位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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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編選 
1.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
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
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改善之道。
2.教材之編選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編選須注意「縱向」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得新的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逐漸加廣加深，以減少學習困
擾，提高學習效率。
4.教材之編選須重視「橫向」的聯繫，不同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
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統合或連貫，俾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
5.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實用性與時代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
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6.教師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並得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
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學參考。
7.教師可選用配合工場實習設備編寫之教材，並視學生程度、社會需要及學科內容之發
展予以增減。
8.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手冊與職場技能訓練手冊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本課程以實習操作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依相關規定採分組上課。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進行實作教
學。
3.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4.教師教學時，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5.教學方法運用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
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6.在實作過程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7.在教學中，教師可適度採用合作學習方式，以建立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8.課程進行時，教師可鼓勵學生多自主行動，並能自我規劃進度，以完成作業單。
9.教師教學時，請安排學生能有互動、參與及主動學習的機會，並適時納入核心素養導
向之教材，以培養學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相關核心素養。
10.對於實習步驟、複雜電路圖、元件外觀及動作方式、儀器產品照片等，教師可製作成
影片、投影片，搭配多媒體於講解時使用。
11.教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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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基礎訓練及職前訓練課程規劃附件三、基礎訓練及職前訓練課程規劃

    

((一一 ))訓練課程內容訓練課程內容

表附表附3-1-1-2  3-1-1-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僑生專班基礎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僑生專班基礎訓練課程時數一覽表  ((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1科科11表表 ))

項次 共同課程 時數 項次 專業基礎課程 時數

1 勞動人權、勞動權益及建教合作訓練契約簡介 10 1 電學概論 24 

2 職業安全衛生 4 2 基礎電工實習 12 

3 相關科別介紹與行業特性及發展 2 3 資訊技術實習 24 

4 職場倫理(包括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 2 4 基礎電腦硬體裝修實習 14 

5 群育活動 6 5 工業電子實習 24 

6 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 2  

7 基本華語文輔導課程 20  

合計合計 4646 合計合計 9898

 

總計總計 144144

說明1.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辦理「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以取得
相關職業科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益等相關知能」。

說明2. 前項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依「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之最低時數」公告辦理。

說明3. 共同課程及時數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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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專業基礎課程內容專業基礎課程內容

表附表附3-2-1-2  3-2-1-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僑生專班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課程內容一覽表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僑生專班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課程內容一覽表  ((以科為單以科為單
位，位，11科科11表表))

項次 專業基礎課程 教學內容 時數

1 電學概論

1 1.電的特性及應用

24

2 電的單位

3 電能

4 電壓

5 電流

6 電功率

2 基礎電工實習

1 實習工廠安全規範宣導

122 電子儀器設備操作練習

3 焊接練習與電子元件認識

3 資訊技術實習

1 電腦教室實習安全規範宣導

24

2 網路瀏覽器操作練習

3 遠距教學應用操作練習

4 文書編輯軟體應用練習

5 簡報軟體應用練習

6 網路資訊安全應用

4 基礎電腦硬體裝修實習

1 電腦硬體裝修實習工廠安全規範宣導

14
2 電腦硬體週邊裝置認識與拆裝練習

3 電腦網路架設練習與應用

4 電腦硬體組裝練習

5 工業電子實習

1 電子實習工廠安全規範宣導

24

2 電子元件介紹與電子符號辨識

3 PCB電路板焊接練習

4 電子電路教學模組(一)操作練習與應用

5 電子電路教學模組(二)操作練習與應用

合計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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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實習式群科課程表附件四、實習式群科課程表

97


	●　學校基本資料表
	壹、依據
	貳、學校現況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二、學生圖像

	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伊、課程規劃與學生進路
	一、群科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
	二、群科課程規劃

	陸、群科課程表
	一、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
	二、課程架構表
	三、職業技能訓練計畫

	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
	二、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三、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附件三、基礎訓練及職前訓練課程規劃
	(一)訓練課程內容
	(二)專業基礎課程內容

	附件四、實習式群科課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