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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報導 

 ➢中心公告 1. 教育部於 107 年 12 月 11 日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_電機與

電子群」，相關連結網址可至國家教育研究院網站觀看[請按此連結]。或

可至群科網站主選單點選『108 課程綱要及設備基準』相關訊息公告。 

2. 108 課程綱要宣導影片及簡報檔已公告至群科網站，請連結至網站觀看

〔請按此連結〕。 

3. 於 109 年 4 月 9 日辦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09 年度專業群科專題及創

意製作競賽」第二次委員會議，參加人數共 12 人。 

4. 預計於 109 年 5 初辦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09 年度專業群科專題及創

意製作競賽(決賽)」，詳細內容請連結至網站觀看〔請按此連結〕。 

 ➢動態消息 1. 國教署性平種子教師 109學年度入校服務 提供專業支持，打造友善校園

【國教署】 

2. 109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力鑑定考試簡章公告【國教署】 

3. 推廣校園審議民主 引領學生關注公共事務【101新聞網】 

4. 偏鄉聘任大不易 教育部擴大引進每年 300名外籍教師【聯合報】 

技職園地 台灣從「交換」到「交流」 「國際教育」的變與不變 

【TVBS 新聞網 / 記者黃琲茹 盧宏昌報導】 

 

我們常說，地球村的時代來臨，那台灣的國際教育跟得上世界的腳步嗎？台

灣的「國際教育」從傳統的「交換學生」到「各國背包客」走進教室看似遍

地開花，但法規面、城鄉教育資源落差等都是潛在議題，國際教育在台灣想

深根茁壯，似乎還有一段路要走。 

印度沙發客 Manu：「嗨。」 

外國人變老師和台灣學生打成一片，但他們上的不是英文課，今天的客座講

師是來自印度的 Manu。 

 

記者黃琲茹：「過去我們說到沙發客，一般來說指的是遊客在自助旅行的時

候，背著背包睡在當地的主人家，而這樣的概念跟國際教育結合，變成了沙

發客來上課，這些背包客可以透過來台旅遊，分享自己的國家跟文化，台灣

的孩子們也能在教室就認識全世界，今天我們來到基隆，而教室裡就有一位

來自印度的背包客正在進行課程分享。」 

 

印度沙發客 Manu：「那這個語言，是我的母語。」 

印度沙發客 Manuvs.學生：「在台灣你們說你好，你好，在印度我們說，

NAMASTAY，NAMASTAY 你好，NAMASTAY，掰掰，也是 NAMASTAY。」。 

印度沙發客 Manu：「為什麼不走進校園分享我家鄉的文化，跟人們或學生聊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http://www.tcivs.t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122/?cid=7880
http://210.70.74.1/topic/Board_Ma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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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國際教育在這裡確實它有些問題，優點是，人們在這裡知道很多事，這

裡連很小的小孩都知道，有一個國家叫做印度，但如果你再問得更深入一點，

問對印度的印象是什麼，他們說黑人，我們都要努力讓彼此更好的了解對

方。」 

台灣推行國際教育，遇到的「文化差異」，在其他國家也有，但沙發客透過分

享。 

沙發客 MathiasIzabellavs.學生：「哇。」 

不只把家鄉文化帶進教室，也讓拉近彼此的文化隔閡，「沙發客來上課」是

民間發起的教育計畫，透過事前的面試訪談，在網路平台串聯全台各地的學

校、老師和沙發主，讓這些背包客藉著來台旅遊分享教育，也讓台灣的孩子

們知道原來世界這麼大。 

基隆市百福國中校長陳斯彬：「他們有的時候是短暫的到台灣，那有的可能

是幾天，有的甚至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所以我們大概都會跟他們在網路上都

聯絡，抓緊時間，一開始學生看到外國人，都會覺得很驚訝，因為他看到外

國人真的從他，書本上，電視上的真人跑出來。」 

英語專車老師 vs.學生：「來，同學，來喔，往前，往前。」 

英語專車老師：「抱歉，中文？噢，不能說中文。」 

英語專車老師 vs.學生：「來，這個怎麼唸呢，蚵仔煎，not 蚵仔煎，誰知道它

的英文，Oysteromelet。」 

 

台中市立人國小校長李秀美：「累積到現在也已經有進入到了，兩百多所校

次，因為國際教育其實，語言是一個重要的過程，但是文化的學習也非常的

重要，文化以及生活的交流，其實是打開了孩子的視野。」 

外籍老師 Liamvs.學生：「好的，把它全部混和均勻，你的動作要快，因為它

正在加熱。」 

台灣的國際教育從交換到交流，第一線的外籍老師也看見我們的學生不同的

一面。 

 

外籍老師 Liam：「國際教育在台灣不只是用英文學習一種語言，也是學習世

界各國的文化，最能增進他們的英文能力的方法，是不斷的練習，你覺得你

曾經認識熟悉它，就能克服學習障礙。」 

記者黃琲茹：「教育要教學相長，過去我們說到國際教育，常聽到的就是台

灣的孩子學習外國的語言跟文化，不過現在有非常多的外籍生，是專門來台

學習華人的文化，像我身邊這兩位外籍生，分別來自德國跟法國，他們來台

灣已經一年了，今天這堂課學得是書法，他們不僅字寫得棒，連中文也是說

得嚇嚇叫。」 

 

外籍生許艾理：「中文真的很重要，也真的很漂亮的語言，在台灣，唸書跟去

學校比較重要，我覺得在德國，是孩子跟朋友玩什麼的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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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新知 迎戰 108 課綱！各校比課程 非洲鼓 PK 程式設計 

【聯合報 / 記者藍于洺 李延智 許猛捷報導】 

108 年新課綱，強調多元學習，很多學校開啟了特色課程，讓學生有更多實

務體驗，像是政大附中推出了非洲鼓班，咖啡班，以及 AI 人工智慧班，讓

學生早一步體驗各種文化技術。另外麗山高中特色班也行之有年，校長表示，

不只迎戰新課綱，特色課程也能培育學生自主。 

跟著節奏拍敲著非洲鼓，一動一動隨著老師指令而下，學生這回學得不是過

往的樂器，而是少見的非洲鼓樂，高老師從非洲自學回來，為了讓學生適性

學習，融入自身教法讓學生親手拍起來。 

表演藝術老師高宇人：「有一些科目我覺得，是對他的人格貨成長或是人際

關係，社會互動是有很多幫助的。」 

畢竟 108 年課綱上路，強調多元學習不再只是過往死板板的國英數，透過特

色課程學習團隊和口說，然而課程不只有學術層面，包含表演、電腦、人文，

通通都囊括。 

政大附中學生：「孩子會變成他們想成為的樣子。」 

全英文簡報，同學上台開口就是流利外語，政大附中開設特色課程，讓同學

自發上台說話，外籍老師善於引導學生，透過說話訓練思考跟語言能力。 

外籍老師艾貝爾：「上學期我教他們做詩，這學期教他們，寫自己的短篇故

事。」 

鏡頭一轉來到電腦教室，上課的老師用生動活動的方式，教導 AI 智慧課程，

政大附中結合政大資源，找來政大資管系老師，在特色課程中教導學生，用

的是大學生的生動教法，很快的就能讓學生吸收接受。 

政大資管系老師郁方：「AI 的課程推到高中，跟他們有一些互動。」 

畢竟 108 年新課綱，學生得更全方位，新課綱的在校表現和考試成績佔比各

50%，選課對學生很重要，上完課有成果，上傳學習歷程，成為個人專屬學

涯履歷，政大附中和早早就開始跑班制教學，迎接新課綱更為駕輕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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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附中家長會長陳曉雯：「政大附中基本上，它大概每個年級大概只有六

個班，人數都是小而美，所以我的孩子要是在這裡接受課程的話，他可以接

受專業的照顧，然後就等同像私立學校一樣，雖然是公立高中，但是他在這

邊會得到很好的照顧。」 

特色課程各校都在拚，麗山高中特色課，用樹莓派做一些科技小物，讓生活

更方便，像是感應開啟電風扇、密碼鎖開箱等等。 

麗山高中學生：「它會發出警報(嗶)。」 

學生實作直接來，親自動手做，另外還化學專題，學生在校園採花做口紅，

用蝶豆花當天然染料染布，麗山高中多元化課程，讓學生體驗學習。 

麗山高中校長柯明樹：「麗山算是推廣校定的特色課程比較久，也算是比較

有經驗，一系列的讓學生有自主選修的機會。」 

高中職力拼特色課程，做中學學中做，迎接 108 年新課綱，各校嚴陣以待。 

教材教法 教育新創 20+｜程式老爹帶孩子從玩中學 用桌遊學程式邏輯 

【親子天下/記者李昕芸、盧諭緯報導】 

從玩中學，程式老爹透過遊戲化的學習方式，讓孩子快樂學習程式語言邏輯。

程式老爹提供 

募資三天就破百萬，獲得千人支持的台灣第一款程式教育桌遊，一推出就造

成轟動。程式老爹透過遊戲化的教學方式，讓孩子從遊戲中獲得成就感的同

時，也學會程式語言基本邏輯。 

•教育新創 20+ 注入教學新能量 

「嗶！左轉、前進、跳島、迴圈兩次、使用海神牌，消除一個小旋渦！」男

孩一手拿著卡牌，一手移動著小船前進，他像個海盜，緊盯著散落在對方海

域的幾個寶箱，想要找出正確的藏寶地點。男孩不知道的是，他找到寶藏的

那刻，也學會了程式語言的基本邏輯與運算思維。 

近年，國際間掀起學程式的浪潮，台灣也不落人後，即將上路的 108 課綱，

將程式教育納入國高中課程。然而，面對這股新的學習潮，體制內的師資因

培訓上需要時間而嚴重短缺，而在民間，程式教育單價仍偏高，仍是以菁英

階級才較有能力接觸負荷。此外，語法及設備的限制，也讓初學者感受到挫

折。 

一群交大學生看見他們的需要，自組團隊「程式老爹」，製作出台灣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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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教育桌遊「海霸」，期望透過遊戲化的教學方式，讓使用者從玩中學，為

台灣的學子們提供一堂不用電的程式課。「我們希望翻轉學習程式很無聊跟

困難、就是孤伶伶面對電腦螢幕的印象。」程式老爹負責人徐煊博表示。 

創造愉快的程式學習經驗 

「最初只是想做些不一樣的事，沒想過要做桌遊，或是創業。」想為學子帶

來一堂快樂的程式課，背後原因之一，來自於創辦者們不快樂的程式學習經

驗。 

徐煊博回想大學的程式課，教授坐在台上用電腦螢幕示範幾行程式碼之後，

就讓學生自行研究。他憂心這樣的教學方式出現在國高中課堂，不僅無法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反而更讓程式教育被學生排斥。得知程式教育即將納入

國高中課綱之後，他們便開始思考是否可以利用自身所學，為程式教育盡一

份心力。 

「我們光是第一版就修了七次。」徐煊博說。初期開發時，並非一路順遂。

當初團隊僅想讓程式教育變簡單，卻沒想過教學方式。程式老爹嘗試過製作

電子產品、拍影片，最後參考國外案例，決定以桌遊的方式教學。 

「海霸」將遊戲情境設定在海上冒險，透過指令卡牌，玩家可以讓自己的船

隻在桌遊板上前進，尋找寶藏。指令卡牌的設計仿造程式語言邏輯，透過組

合前進、後退、迴圈（loop）、如果（if）、否則（else）等指令，玩家在運用

卡牌移動船隻的同時，也從中學習程式語言的基本概念。 

「讓孩子先了解程式邏輯，語法可以等他們年紀大了再學。」課程設計師柳

昱謙解釋，「海霸」期望為使用者帶來愉快的程式學習經驗，而非一味給予

知識。   

除了遊戲本身提供程式學習基礎，程式老爹也將程式的專有名詞如：C、

Android 等， 巧妙融入遊戲角色，讓玩家在閱讀前導故事時，也從中學到程

式相關歷史。對玩遊戲的孩子而言，「海霸」最刺激的莫過於「對戰環節」，

透過尋找彼此的寶藏，玩家們必須考量到出牌順序與策略，不單單是學習程

式邏輯，也培養孩子主動解決問題的能力。徐煊博說：「透過尋找寶藏，我們

給孩子學習的目的和成就感，讓他們主動學習，這就是遊戲化的目標。」 

開放內容、走進校園推動改變 

「海霸」第一代桌遊於 2016 年 7 月募資三天就破百萬，讓團隊非常興奮。

按照募資計畫，他們將桌遊送往各學校。為了讓無力負擔桌遊費用的教學者

也能使用，他們更將所有內容開放在網路上免費提供下載，期望為台灣的程

式教育帶來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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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實卻不如預期。 

「老師對我們說，你們懂程式，但你們好像不太懂教育。」徐煊博苦笑著說。

當初設計時，並沒有考量到實際在課堂上運用時會遇到的問題。徐煊博解釋，

一套桌遊從開盒、宣佈規則、正式開始使用，大約就要花上 15 到 20 分鐘，

但小學一節課僅 45 分鐘，老師需要花時間管理上課秩序、為課程開頭及收

尾，真正上課的時間大約只有半小時。「光是前置作業就要 15 分鐘，在課堂

上怎麼能玩？」徐煊博觀察，大部分老師不僅不熟悉遊戲化教學，對於程式

概念更是陌生，老師即使收到桌遊，也不見得會使用。 

使用度不高的結果，並沒有讓程式老爹灰心。他們與永齡基金會合作，積極

舉辦師培課程，廣邀老師來參與，經過這三年的累積，目前已擁有一定規模

的課程體系與師培訓練， 針對已購賣或有興趣購買的單位，能提供老師上

課素材、簡報、學生手冊、教師手冊， 讓老師於課堂上的教學無負擔，可提

供 3 小時、6 小時，甚至是兩日的教學工作坊。針對家庭需求，也開設帶狀

課程、短期課程、體驗課、寒暑假營隊、週末營隊可以供家長做選擇，並與

補習班、企業親子日、家長自行揪團等形式進行開課。 

專題研究 機械智慧化 教育也得跟上！ 

【陳國聲 |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暨機械工廠主任】 

工業 4.0 時代來臨，智慧工廠已逐步被實現。因此在人才教育上，也需要進

行轉向。除了精整過去的機械工程課程，也應納入智慧機械等相關內容，達

到人才再進化的目標。 

機械為工業之母，機械工程教育除了傳授機械核心知識培育機械核心人才之

外，亦須服務所有的產業，因此機械系學程規劃經常須隨者產業的需求、新

科技的引入及國家發展規畫等有所調整。 

隨著智慧機械時代的來臨，機械工程教育規畫也必須再次做出調整，在原有

框架上，整併目前部分的課程結構，並納入過去缺乏智慧機械必要元素，培

養具有相關能力人才。 

機械工程教育持續進化 趕上智慧機械熱潮 

陳國聲教授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野，二戰之前的工程系強調工程訓練，例

如設計、實作、量測、實驗、製造等，對於數學和物理涉獵有限，不同領域

之間有相當程度的差距；二戰之後，特別是冷戰以後，物理和數學逐漸被引

入工程教育，整合物理、數學、工程的題目開始出現，例如材料力學、流體

力學、破壞力學、自動控制等，強調有想法後，先以物理與數學工具解析題

目，達到可行設計後再進行實作，數學工具促設計越來越獨立於製造之外，

跨領域工程及應用逐漸出現。  

機械工程教育本質上一直在演進，隨著科學進步，國家政策及產業需求，機

械工程之觸角一直在擴大中，今日智慧機械的浪潮，就長期觀之，亦僅是此

必然路程中的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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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首先提出工業 4.0 的概念，用以提升製造業的數位化和智慧化，大量運

用自動機器人、感測器物聯網、供應鏈物聯網、銷售及生產大數據分析，以

人機協作方式建立智慧工廠。 

智慧工廠透過運動電腦運算領域及感測與致動裝置的整合智慧控制系統增

加製造效率，工具機為智慧工廠中重要的元素，借助人工智慧執行狀態診斷

與壽命評估將可以大幅提升工具機的可靠度。 

鞏固基礎知識 培養全方位能力 

為因應智慧製造機械工程教育之規畫，機械系中有關資通訊的課程開始強

化，機器學習、AI、通訊、影像處理等過去與機械無關的學科成為重要技能。

課程訓練不應再強調細膩的解題技術與過程，而應有宏觀的思維，以駕馭和

善用工具，更接近工程設計的要求為目標，「業界出題、學界解題」在學生專

題實作中成為重要的教學模式。 

陳國聲教授說明，機械系除了發展機械工程相關知識外，亦負有支撐整個產

業製作之任務，因此它必須要廣，不應因任一熱門領域之出現，造成全系的

研發板塊過度往該方向偏移。根據觀察，國家重點培植一特定領域，其半衰

期大概就四、五年，也就是說等你聽到熱門議題而後再投入，等學成之後此

領域已經不再熱門，建議對機械系有興趣的同學，應該把基本功顧好，培養

全方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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