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STEAM學校】 
第三屆 K-12 STEAM優良教案徵選活動 

「清華 STEAM 學校」的核心精神為「STEAM 教育常態化，可以在學校正式課程中
實施，所有學生都有均等機會可以獲得高品質 STEAM 教育，以達成跨域人才在地
培育與在地就業發展的目標」。本次 K-12 STEAM 教案徵選活動，是希望能夠提供
一個平台，讓對於 STEAM 課程發展有興趣之 K-12 學校與教師，交流 STEAM 課程
的發展與實施經驗。 

活動宗旨 

 
活動對象：全國 K-12 教師 
作品規格：使用教案徵選專用格式表格(如附表)，以 A4 直式橫書繕打，內文字體一

律為 12 級、標楷體、黑色字，標點符號請採用全型。 
徵稿日期：即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09 日(星期五)截止。 
收件方式：請至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網站檔案下載相關表格，並於填寫完後填

寫主旨「2020 STEAM 教案活動徵選」寄至 steam@my.nthu.edu.tw 

評選方式：由主辦單位邀請相關學者專家進行審查。 
審查公告：預計將於 2020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於研討會網站公告 
發表方式：若被評選為優秀作品，將於 202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邀請於 2020

教育創新研討會進行公開發表，並頒予獎狀乙紙。 

 

參加辦法 

 
1. 參選作品限未經發表、出版者，未投稿過本單位辦理

之相關活動，且須為本人創作，切勿發生侵害第三人
著作權利之情事，如有抄襲、重製或侵權等情形發
生，除取消得獎資格外，法律責任由投稿者負擔，與
主辦單位無關。 

2. 參選作品請自留底稿，一律不退還稿件。 
3.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予隨時修訂並公布。 

注意事項 研討會網站 

國立清華大學 竹師教育學院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ollege of Education 

   清華 STEAM 學校 
聯絡電話：03-5715131 轉 73363(顧小姐) 
E-mail：steam@my.nthu.edu.tw  



 

【清華STEAM學校】 
第三屆 K-12 STEAM優良教案徵選個人資料 

 

項目 內容 

姓名  

所屬單位 

(學校、幼兒園…) 
 

職稱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電子郵件  

備註 

 
 

 

 



 

【清華STEAM學校】 
第三屆 K-12 STEAM優良教案徵選表格 

(小教以上組) 
項目 內容 

所屬縣市  

學校  

課程設計者  

課程實施年段  

STEAM 課程設計重點簡要說

明，以及與課綱連結的情形 
 

科學或數學（或兩者兼備）

學科教學目標與包含之概念

學習說明 

 

STEAM 課程達成科學或數學

或兩者預定教學目標的具體

活動策略與教學步驟 

 

從科學或數學或兩者出發，

外拓延伸到 科技、工程、或

藝術 具體策略說明 

 

不足可以自行增加篇幅，但總頁數以五頁為限 

(Word 檔請至研討會網站/檔案下載) 



 

 

【清華STEAM學校】 
第三屆 K-12 STEAM優良教案徵選表格 

(幼教組) 

項目 類別 

所屬縣市  

幼兒園名稱  

課程設計者  

課程實施年齡  

課程實例名稱  

類別 □統整性主題課程 □學習區活動 □例行性活動 

課程取向 □主題課程 □蒙特梭利 □華德福 □學習區 □其他____________ 

STEAM 教育課

程設計重點簡

要說明，以及

與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大綱

連結的情形 

 

設計理念 
與內涵 

以下資料依據上述「類別」擇一說明：  

n  統整性主題課程請另檢附主題網(參閱附件 1-1)。 

n  學習區活動請另檢附學習環境的規劃與準備(附件 1-2)。 

n  例行性活動請另於本表內說明在那些例行性活動中進行

STEAM 教育，及進行的方式(附件 1-3)。 
 



 

 

(一.) ຑቩख़ᗺ：ፐำჴ例之วᐕำ。 
(二.) ຑቩ目：ᔠຎፐำीᆶჴࢬࡼำૈ否凸ᡉ幼兒༜௲ࢲߥፐำ大ᆜ及

STEAM௲育之ᆒઓᆶ念，目如下： 
1.  ᒧ材ᆶಔᙃ  

(1.) 主ᚒᒧᆶ STEAM௲育內఼分析 
(2.) ௲Ꮲન材及ၗྍ的ၮ用 
 的ᜢᖄ性ࡰᆶᏢಞࢲ (.3)
(4.) Ꮲಞᡍ的ᒧᆶೱೣ性 

2. ௲Ꮲᆶ幼兒Ꮲಞ 
(1.) ௲Ꮲౣ的合宜性 
(2.) ᡏᡍ、分享、ᆶ再ჴ፬ 

 
ຑቩ內ᇥ明 
(一.) ᒧ材 

(1.) 主ᚒᒧᆶ STEAM௲育內఼分析：所ᒧ的主ᚒࢂ否由幼兒༜௲ࢲߥ
ፐำ大ᆜ的內఼及ᆒઓ出ว，且ፐำ目ૈ回ᔈ STEAM௲育的五ঁय़
向。 

(2.) ௲Ꮲન材及ၗྍ的ၮ用：主ᚒፐำ的ᒧ材（人事物）ࢂ幼兒可以直ௗୖ
ᆶ及ᡏᡍ，且ࢂவ幼兒的生ࢲᡍ出ว，及๓用社人力和ၗྍ。 

(二.) ಔᙃ 
ࡰૈ扣ᆙ所ᒧ的Ꮲಞࢲ的ࡼ的ᜢᖄ性：所ीᆶჴࡰᆶᏢಞࢲ (.1)

內఼，且ૈவ不同य़向ᒧ STEAM௲育內఼的Ꮲಞᚒ；其次，ी
多ঁࢲ來反ᔈᆶᎎഋ一ঁᏢಞࡰ，且幼兒வࢲ中所ಕᑈ的ᡍ可

反ࢀ出ፐำ大ᆜ的六大નᎦ。 
(2.) Ꮲಞᡍ的ᒧᆶೱೣ性：所ी的ࢲ來自ჹ幼兒ᙑᡍ（先ഢ知

或ૈ力）的了ှᆶ分析，並ૈᜢྣ全幼兒的共同ᡍ，再步加入ཥ

ᡍ，ࢲࡕࡺ໔的ᡍ具ೱೣ性。 
(三.) ௲Ꮲ： 

௲Ꮲౣ的合宜性：௲Ꮲ者ૈ引Ꮴ幼兒合宜ၲ߄ᆶಡ᠋他人的གྷ法，究

人事物的ᜢ߯；且ബ作࣬ᜢౢ物，ග供幼兒彼此ᢀჸ、回ᔈ的ᐒ，

而引ว幼兒ុ行ബ作及ှ決ୢᚒ。 
(四.) 幼兒的Ꮲಞᡏᡍ、分享、ᆶ再ჴ፬：௲Ꮲ者引Ꮴ幼兒了ှ行STEAM

௲育的目的，幼兒有ᐒୖᆶᡏᡍSTEAM௲育ࢲ的ྗഢ，並有足的ਔ
໔、ᏹ作或完成手ᜐ的作ࠔ；且有ၲ߄ჹᕉნ中人事物一步究的

ᑫ፪以及ჹᕉნᜢᚶ的ᐒ，及有以იᡏ或小ಔ的方式來回ᔈ、ॊᇥ、分

享及ᡏᡍSTEAM௲育的ག受；並ၮ用在日த生ࢲნ。 
 
  



 

 

STEAM௲育ᑼ入幼兒༜௲ࢲߥፐำჴ例式 
 【件 1-1ߕ】

                   性主ᚒፐำፎୖྣ本式ኗቪ 
一、 主ᚒ名ᆀ： 
 
 
 
二、主ᚒ目 
 
 
 
三、主ᚒᆛ 
 
 
 
 
  



 

 

ፐำᏢಞ的ྗഢ 
ሡ呈ࢲᆶᏢಞࡰ及 STEAM௲育的ᜢᖄ性。ऩሡा可以ᐉ式版य़呈。 
Ꮲಞ ન材ᆶ工具 可ૈ的Ꮲಞ方向 STEAM௲育य़向 引Ꮴख़ᗺ 
ᇟ文     

ऍമ     

ొ     

ॣ     

ᑈ木     

ඵ     

  OO     

  OO     

  OO     

 ৎߏᆶ 

社ၗྍ 

    

 ਜᝤᆶ  

ᆛၡၗྍ 

    



 

 

二、 ፐำჴࡼၸำ 
ፎ以3~5ঁೱೣ性ࢲ呈ࢲፐำว的ᐕำ。ऩሡा可以ᐉ式版य़呈。 

 ीࢲ
主ᚒᆛ-主ाཷ念  ࢲਔ໔ 用年ស 

 ○○○一ࢲ 名ᆀࢲ
 (的ೱ่ᜢ߯ࢲ的ጔଆ或ᆶ上一ࢲຏ:ፎᇥ明ी此) ख़ᗺࢲ
ᆶSTEAM௲育的
ᑼ入形 

 

ፐำ目  
Ꮲಞࡰ (ຏ:ፎᇥ明在此ࢲ中ೱ่使用的Ꮲಞࡰ) 
௲Ꮲၗྍ (ຏ:ፎᇥ明在此ࢲ中使用/ሡा的௲Ꮲၗྍ) 

  STEAM௲育य़向 引Ꮴख़ᗺࡰำᆶ步ᡯ Ꮲಞࢬࢲ
1. 引ว究ࢲ或ଆ始ࢲ（ೱ่幼兒ᙑᡍ
並可引ว出ཥᡍ的各ᜪࢲ，幼兒主ග
出尤佳） 

 
 
 
 
 
 
 
 
2. วࢲ（此໘ࢤ的ࢲाૈೱ่Ꮲಞࡰ
的ૈ力ᆶᏢಞय़向，且因一ঁ有三十人，
ୖ、方式如何ૈᡣ幼兒ᒧࢲ ᆶ及ᡏᡍࢂ
ೕჄᆶჴࡼਔ，必考ໆ的ख़ᗺ） 

 
 
 
 
 
 
 
 
 
3. ᆕ合ࢲ（可ਥᏵჹวࢲ的ᢀჸ，引Ꮴ
幼兒ၸ分享วࢲ的心ள，具有Ꭱ
固วࢲ所ᐕ的ᡍ或ૈ力之目的。且
வ೭္ೱ่出下次ࢲ的໒始，೭些ࢲ 
可以ࢂೱ่到ৎ或ჴ生ࢲ中） 

 
 
 
 
 
 

   

 



 

 

三、 ௲Ꮲ࣪ࡘ 
ፎଞჹ 1.主ᚒᒧᆶSTEAM௲育內఼分析 2.௲Ꮲન材及ၗྍ的ၮ用 3.ࢲᆶᏢಞࡰ的ᜢᖄ性4.
Ꮲಞᡍ的ᒧᆶೱೣ性 5.௲Ꮲౣ的合宜性 6.ᡏᡍ、分享、ᆶ再ჴ፬，行࣪ࡘ。 

 
 
 
 
 
 
 
 
 
 
 
 
 
 
 
 
 
 
 
 
 
 
 
 
 
 
 
 
 
 
 
 
 
 
 

 
 



 

 

 【件 1-2ߕ】
一、 ፐำᏢಞ的ྗഢ 
ፎ༤ቪ行此主ᚒਔ，Ꮲಞ之ᡏೕჄ，ऩሡा可以ᐉ式版य़呈。 
Ꮲಞ ન材ᆶ工具 可ૈ的Ꮲಞ方向 STEAM௲育य़向 引Ꮴख़ᗺ 
ᇟ文     

ऍമ     

ొ     

ॣ     

ᑈ木     

ඵ     

  OO     

  OO     

  OO     

 ৎߏᆶ  

社ၗྍ 

    

 ਜᝤᆶ  

ᆛၡၗྍ 

    

 
二、  



 

 

二、 Ꮲಞࢲᐕำ 
ሡ呈幼兒ૈ力ග升的ᐕำ，及ࢲᆶᏢಞࡰ及STEAM௲育的ᜢᖄ性。ऩሡा可以ᐉ式版
य़呈。 

 

幼兒年សቫ： ࢲਔ໔： 

 ： 1 ਔ໔ࢲ
 ： 2 ਔ໔ࢲ

 ：ख़ᗺࢲ

ᆶSTEAM௲育的ᑼ入形： 
 Ꮲಞ： 

௲Ꮲၗྍ： 

  STEAM௲育य़向 引Ꮴख़ᗺࡰᐕำ Ꮲಞࢲ

     1ࢲ

    2ࢲ



 

 

三、 ௲Ꮲ࣪ࡘ 
ፎଞჹ 1.主ᚒᒧᆶSTEAM௲育內఼分析 2.௲Ꮲન材及ၗྍ的ၮ用 3.ࢲᆶᏢಞࡰ的ᜢᖄ性 
4.Ꮲಞᡍ的ᒧᆶೱೣ性 5.௲Ꮲౣ的合宜性 6.ᡏᡍ、分享、ᆶ再ჴ፬，行࣪ࡘ。ऩሡ
ा可以ᐉ式版य़呈。 
 
 
 
 
 
 
 
 
 
 
 
 
 
 
 
 
 
 
 
 
 
 
 
 
 
 
 
 
 
 
 
 
 
 
 
 
 
 
 
 
 
 
 
 
 
 
 
 



 

 

【附件 1-3】 
一、 例行性活動歷程 
需呈現幼兒能力提升的歷程及活動與學習指標及STEAM教育的關聯性。若需要可以橫式版面呈現。 

幼兒年齡層： 活動時間： 週 

活動重點： 
教學資源： 

例行性活動 活動歷程 學習指標 STEAM教育面向 引導重點 

第一週 
    

第二週     

 
 
 
 



 

 

二、 教學省思 
請針對  
1.主題選擇與STEAM教育內涵分析  
2.教學素材及資源的運用 
 3.活動與學習指標的關聯性  
4.學習經驗的選擇與連貫性  
5.教學策略的合宜性 ‘ 
6.體驗、分享、統整與再實踐，進行省思。 
若需要可以橫式版面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