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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表單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張婷婷(苗栗縣照南國小) 

課程領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數學  ⏹其他   綜合領域                     (可複選) 

一、教案題目 

欸，實在好「行」 

二、授課時數 

9 節課 360 分鐘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一)本教案的設計核心在於讓學生能夠深入探討影響交通安全的內外在因素，包括個人身心

狀況、氣候條件及環境變數等，以培養學生的風險意識與應變能力。透過資料蒐集、案例分 

析與實際調查，學生能夠掌握台灣常見的交通事故模式，理解違規行為背後的錯誤認知與 

危險因子，進而提升自我安全防護能力，減少事故發生的可能性。 

 

(二)本教案強調學生參與與互動學習，鼓勵透過角色扮演、模擬情境及分組討論，深化對交

通規則的理解與應用。學生將閱讀行人通行路權相關法規，透過 ORID 策略進行分組探討，

進一步評估現行規範的合理性與適用性。此外，學生還將運用自身生活經驗，共同制定適合 

學校環境的學生交通安全守則，並進行可行性評估，提升其對交通安全的關懷與責任感。 

 

(三)本教案亦納入智慧交通與科技應用的學習，讓學生能夠了解現代交通管理的發展趨勢，

並培養基礎的數據分析與科技應用能力。透過分析交通燈號設計、體驗智慧交通控制車流方

式，以及探討物聯網與人工智慧在交通管理上的應用，學生將學習如何運用科技來優化交通

安全，並能發表具體的輕旅路線建議，結合風險評估來制定最佳的交通風險控管方案。 

四、教學目標 

學習表現 

創造力課程指標 

特創 1d-Ⅲ-3 針對失敗能提出改進方式持續完成任務與作業。 

特創 1e-Ⅲ-2 對學習充滿熱情且精力充沛。 

特創 2a-Ⅲ-1 經常思考與提出待解決的問題。 

特創 2b-Ⅲ-2 分辨問題的本質與判斷問題的關鍵因素。 

學習內容 

創造力課程指標 

特創 A-Ⅲ-1 問題類型的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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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創 C-Ⅲ-6 產品實用性價值。 

特創 C-Ⅲ-8 創意產品評鑑。 

 

自然領域課程指標 

ai-II-1 保持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透過不斷的探尋和提問，常會有新發現。 

po-II-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tc-II-1 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觀察到的自然科學現象。 

五、教育對象 

國小高年級 

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課程設計架構圖 

 

節次 學習活動重點/單元目標 

1 瞭解上學途中可能遭遇的交通安全情況與因素。 

2 透過文本與調查報告瞭解造成交通危機問題之因素與成因。 

3 探究塞車成因並提出紓解方式分析 

4 設計規劃具可行性之人工智慧與交通號誌 

5 實際模擬自駕車上路考驗 

6 說明規劃輕旅安全遊規劃方案 

7 設計旅遊方案測試與調整 

8 旅遊方案測試與調整-實地校外教學 

9 回顧課程內容並統整課程理念 

 

 

課程教學步驟 

～第一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播放公視影片「臺灣為何成為行人地獄，交通問題如何改善？」影片，詢問學生自

己的上下學的經驗。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JFrnh77jw 

(二)教師發下便利貼,請學生分析導致行人走在路上危機四伏的因素，寫下想法後貼在白板

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JFrnh77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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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請各組發表討論的內容，接著統計前三多的因素。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發下文章「臺灣行人地獄統計報導文章」,分段請各組閱讀內文,並標註文中提到危害

行人通行安全的因素為何。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請各組比較道路危機的因素與調查報告所提到的因素,是否有相似或相異之處,並請各

組派代表分享看法。 

(二)教師預告下一堂課任務：各組發表探究結果。 

～第二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播放幾則「台灣交通安全路況調查」的相關新聞影片,並請學生分享觀後看法。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發下埔里無車日，親子爭路權的介紹文本,請學生先運用 KWL 法摘要閱讀重點。 

(二)教師向學生說明,目標中談到台灣行人正面臨「行」的危機，即使有倡議行動，但當行人

變成駕駛人時，彼此再用路的習慣卻有落差，造成此原因的因素為何?請學生分組討論此議

題。 

(三)教師請各組分享討論的結果。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向各組說明將撰寫一封信詢問指揮交通的警察及熟悉此交通安全的立法委員,請各組

針對上下學的交通安全問題,並用「七何法(5W2H)」幫助擬定信件內容。 

◎教學提示(1):可上網搜尋靖娟交通安全基金會。 

◎教學提示(2):教師可循家長會資源。 

(二)教師請各組分享擬定的問題,並針對提出的問題給予修正建議，按照書信格式撰寫成文。 

(三)教師請各分享書信，並請各組分享訪談所獲得的回饋。 

～第三節課略～ 

 

～第四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請各組分享雲端控制紅綠燈的可行性，與自身經驗的分享。 

(二)教師小結為了運用人工智慧電腦控制紅綠燈所需技術。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請各組比較只用線圈感應辨識車輛數量的方式與科學家運用的技術是否有相似或相

異之處，並請各組派代表分享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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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介紹自駕車基本發展歷史並詢問相關經驗，發下文本後請各組運用曼陀羅思考法紀

錄並發表自駕車的優點。 

(三)教師與學生討論雖然自駕車有許多優點，但卻在馬路上很少看到完全無人駕駛的車輛，

共同探究造成此原因的因素？請學生在小組中討論此議題。 

三、綜合活動： 

(一)各組分享探究自駕車尚未普及的因素與預測未來可修正之處。 

(二)教師預告下一堂課任務：各組針對雲端號誌控制技術與自駕車的特點撰寫一篇未來想像

小短文：十年後的上學路。 

～第四節課結束～ 

 

～第五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說明自駕車的基本構造與運作方式。〔雷達或雷射感測器、攝影機、GPS 和物聯

網〕 

(二) 教師請各組紀錄針對雲端號誌控制技術與自駕車的特點，課程結束前需簡要圖文介紹。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發下自駕車文本：智慧導航地圖和先進駕駛導航系統(ADAS)，請各組選擇本學期學

過的任一種圖表方式摘要文章重點。 

(二)教師再請學生使用活動單上所附的地圖尋找最佳路徑，並比較不同軟體行車路線的差

異。 

(三)教師發下學習單讓學生觀察圖片，舉出自駕車需要辨識的物品，或決策車輛的動向，並

分享模擬自駕車上路心得。 

(四)請學生針對上述討論紀錄想像未來交通運輸的特點，並組織成三百字圖文。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請學生分享圖片並口述意義。 

(二)教師擇三篇具備未來交通運輸想像特點的圖文做表揚。 

～第五節課結束～ 

 

七、學習評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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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花絮暨學習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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