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實用技能學程

備查文號：教育部國教署中華民國112年5月26日臺教授國字第 1120069572C 號函備查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學校代碼：110407

實用技能學程課程計畫書

本校109年11月18日109學年度第3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中華民國112年6月2日



目錄

學校基本資料 1

壹、依據 2

貳、學校現況 3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5

一、學校願景 5

二、學生圖像 6

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7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7

伍、課程規劃與學生進路 14

一、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教育目標 14

二、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學生進路 15

陸、群科課程表 16

一、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 16

二、課程架構表 19

三、科目開設一覽表 20

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22

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23

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 23

二、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24

三、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表 25

玖、學校課程評鑑 34

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34

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35



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校名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普通型高中 學術群：普通科

技術型

專業群科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科、電機科
化工群：化工科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餐旅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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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型高中

學術學程：學術自然學程
商業群：商業經營學程
設計群：廣告設計學程
餐旅群：餐飲服務學程

實用技能學程(
日)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視聽電子修護科
商業群：商用資訊科
餐旅群：餐飲技術科

1



壹、依據

一、總統發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3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
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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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班課程實施規範。  

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用技能學程課程實施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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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現況

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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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 13 1 12 0 0 2 25

技術型
高中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1 25 1 21 1 19 3 6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1 24 1 25 1 25 3 74

化工群 化工科 1 12 1 12 1 11 3 35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1 24 1 26 1 21 3 71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1 20 1 19 0 0 2 39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1 26 1 20 0 0 2 46

綜合型
高中

學術學程 學術自然學程 0 0 0 0 1 13 1 13

商業群 商業經營學程 0 0 0 0 1 11 1 11

設計群 廣告設計學程 0 0 0 0 1 14 1 14

餐旅群 餐飲服務學程 0 0 0 0 1 13 1 13

實用技
能學程
(日)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 0 0 0 0 1 27 1 27

電機與電子群 視聽電子修護科 1 15 0 0 0 0 1 15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 0 0 1 8 0 0 1 8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1 21 1 23 1 28 3 72

合計 9 180 9 166 10 182 28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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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表2-2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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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 35

技術型高中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1 3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1 35

化工群 化工科 1 35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1 35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1 35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1 35

合計 7 245

4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請以文字描述或圖示方式呈現)

一、學校願景

學校願景      本校秉持全人教育、五育並重的理念，依循高級中學教育目標：「提
昇普通教育素質，增進身心健康，養成術德兼修、五育並重之現代公民」，及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自發」、｢互動｣及｢共好」之課程發展理念，提出如下發展願景： 
    1、全人教育      2、創新活力      3、技藝起飛      4、適性學習      

1、全人教育：重視全人發展，涵養五育均衡之現代公民。
2、創新活力：活化課程教學，培育創新活力之玉高青年。
3、技藝起飛：強化技能學習，養成產業需求之技術人才。
4、適性學習：透過適性輔導，營造多元展能之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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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

依學校願景，本校除了重視生存教育(升學、就業)，並兼顧生活、生涯、生命的關懷
教育，期望學生來玉高三年後，型塑以下圖像。      1、跨域力      2、公民力   
  3、就業力      4、全球移動力      
1、跨域力：專業自持、跨域整合
2、公民力：自我負責、主動參與
3、就業力：學以致用、即可就業
4、全球移動力：外語溝通、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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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108年06月28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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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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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成員如下：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行政人員：由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及註冊組長擔任之，共計7人。
(三)年級教師代表：由各年級導師各推舉1人，共計3人。
(四)領域學科教師：由各學科召集人(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社會領域、自然領域、藝能領域及特教領域)擔任之
，每領域學科1人，共計7人。
(五)專業群科(學程)教師：由各專業群科(學程)科主任或學程召集人(化工科、電子科、電機科、資處科、餐飲學程
及廣設學程)擔任之，每專業群科(學程)1人，共計6人。
(六)教師組織代表：教師會代表1人。
(七)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代表1人。
(八)產業界人士：由學校聘任產業界人士代表1人。
(九)家長會代表：家長會長1人。
(十)學生代表：由本校班級聯合會辦理學生代表選舉產生，共計1人。
(十一)設執行祕書一名，由教學組長擔任，負責聯絡、協調與執行決議事項。

三、本委員會依據總綱之基本理念及課程目標，進行本校課程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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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學校教科用書之選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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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期追踪、檢討及修正。

四、本委員會運作方式如下：
(一)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兩次會議，以6月前及11月前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二)本委員會每年11月前召開之會議，必須完成審議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以利陳送所屬教育主管機關。
(三)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議決
。

五、本委員會設下列組織(以下簡稱研究會)：
(一)各學科教學研究會：由各學科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二)各專業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各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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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擬定各科教育目標，規劃校訂必修及選修科目，送本委員會審查，以供學校完成整體課程設計。
(二)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及適性發展的機會；發展多元教學模式或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和有效學習。
(三)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及專業提升。
(四)辦理教師共同備課、公開觀課議課，精進教師教學能力。
(五)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六)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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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課程研究會得合併召開之。
(二)每學期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各學科及專業群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送本委員會審查。
(三)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該研究會教師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
方得議決。
(四)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紀錄，由學科/群科(學程)召集人(主任)辦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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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108/11/28召開之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工作報告:
1.技術型高中、普通型高中與實用技能班學分數表已完成，感謝各科配合。
2.109 學年度技術型高中、普通型高中與實用技能班，依限於下週前完成課程填報。
二、討論事項：
提案一：請討論108 學年度普通型高中課程總體課程計畫書修正審查。
提案二：請討論109 學年度普通型高中課程總體課程計畫書審查。
提案三：請討論109 學年度技術型高中課程總體課程計畫書審查。
提案四：請討論109 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課程總體課程計畫書審查。
提案五：請討論109 學年度特殊需求領域學分數與教學大綱審查。
提案六：本校108 學年度外師自編教材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七：請討論本校「課程評鑑實施計畫」案。
108/12/26召開之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工作報告:
1.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課程審查為修正後檢視。實用技能學程尚在審查中。
2.109學年度技術型高中、普通型高中依限於下週前完成課程審查回報。
二、討論事項：
提案一：請討論109學年度普通型高中課程總體課程計畫書修正審查。
提案二：請討論109學年度技術型高中課程總體課程計畫書審查。
提案三：請討論109學年度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修改高一彈性學習課程。
三、臨時動議
提議一、希望各位委員同意，在之後的課程計畫書複審，如有需修正處，能授權由教務處、教學組、課務組及各科(
領域)主任，根據審查委員意見進行調整，並賡續辦理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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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規劃與學生進路

一、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教育目標

一、培養水電相關產業之基層技術人才。
二、培養電機配電、配線產業發展所需人才。
三、培養自來水配管實務操作技術人才。
四、培養專業變壓器裝修相關人才。
五、培養學生自我學習再進修以達終身學習之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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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學生進路

表5-1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以科為單位，1科1表)

年段別 進路、專長、檢定
對應專業及實習科目

部定科目 校訂科目

第一年段

1. 相關就業進路：
能擔任自來水配管、變壓器修護、科學工業園區人
力等工作之助理技術人員。

2. 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修習一般科目及水電技術之基礎科目，使學生具備
基本電學、配管、電工及識圖與製圖等相關專業技
能。

3. 檢定職類：
自來水配管、變壓器裝修丙級技術士檢定。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基本電學3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基本電學實習6學分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電學概要2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
　☑配管實習6學分
　☑自來水配管實習6學
分
　☑基礎電工實習6學分
　☑識圖與製圖實習3學
分

第二年段

1. 相關就業進路：
能擔任電機電子工廠、自動化控制、電機裝修等工
作之助理技術人員

2. 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著重於基礎教育及專業科目之延續課程，使學生具
備電子電路、電工機械、工業配線及電機裝修等相
關專業技能

3. 檢定職類：
工業配線、工業電子丙級技術士檢定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電子學3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電子學實習6學分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電工機械6學分
　1.2 校訂選修：
　☑電子電路3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職涯體驗2學分
　2.2 校訂選修：
　☑電機裝修實習3學分
　☑感測器實習3學分
　☑可程式控制實習4學
分
　☑工業配線實習6學分
　☑電力電子實習6學分

第三年段

1. 相關就業進路：
能擔任機電整合、自動化控制、電器承裝業、變壓
器裝修、科學工業園區人力等工作之專業技術人員

2. 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以專業課程、專題製作課程為主，著重於數位邏輯
、電工法規、室內配線、工業配電、程式設計等相
關專業技能

3. 檢定職類：
室內配線丙級技術士檢定、變壓器裝修乙級技術士
檢定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職場英文2學分
　☑簡易數據分析2學分
　☑數位邏輯2學分
　☑電工法規2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專題實作6學分
　2.2 校訂選修：
　☑計算機應用2學分
　☑室內配線實習8學分
　☑數位邏輯實習8學分
　☑電工機械實習6學分
　☑工業配電實習8學分
　☑氣壓控制實習8學分
　☑基礎智慧家庭實習6
學分
　☑機電整合實習6學分
　☑程式設計實習6學分
　☑太陽能光電實習6學
分
　☐職業技能訓練(建教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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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群科課程表

一、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

表6-1-1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日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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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3 3     

英語文 4 2 2     

數學 數學 4 2 2     

社會

歷史

4

      

地理    2   

公民與社會   2    

自然科學

物理

4

  1 1   

化學    1   

生物   1    

藝術

音樂

4

1 1     

美術       

藝術生活 1 1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生涯規劃 1 1     

家政       

法律與生活       

環境科學概論       

科技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2      

健康與體育
體育 2 2      

健康與護理 2 1 1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 36 16 12 4 4 0 0

專
業
科
目

基本電學 3 3      

電子學 3   3    

實
習
科
目

基本電學實習 6 3 3     

電子學實習 6   3 3   

小計 18 6 3 6 3 0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4 22 15 10 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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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日間上課)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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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般
科目

24學分
12.90%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 6   3 3   

生活英語會話 4   2 2   

數學EASY算 4   2 2   

體育運動 10  2 2 2 2 2

小計 24 0 2 9 9 2 2

專業
科目

6學分
3.23%

電工機械 6   3 3   

小計 6 0 0 3 3 0 0

實習
科目

8學分
4.30%

專題實作 6     3 3

職涯體驗 2   1 1   

小計 8 0 0 1 1 3 3

特殊
需求
領域

96學分
51.61%

生活管理 16   4 4 4 4

社會技巧 16   4 4 4 4

學習策略 16   4 4 4 4

職業教育 16   4 4 4 4

功能性動作訓練 16   4 4 4 4

輔助科技應用 16   4 4 4 4

小計 96 0 0 24 24 24 24

必修學分數合計 38 0 2 13 13 5 5

校
訂
選
修

一般
科目

2學分
1.08%

國語文學概論 2     1 1

因配合學生在各方面及專業科
目學習仍須具備一定程度之國
語文能力協助學習，所以學分
數規劃上下學期各1學分，讓學
生延續國語文學習，並運用於
專題製作書寫各學科，日後也
能應用於職場及生活上。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2 0 0 0 0 1 1 校訂選修一般科目開設2學分

專業
科目

13學分
6.99%

職場英文 2     1 1

因配合學生在專業科目學習仍
須具備一定基礎程度之英語能
力，所以學分數規劃上下學期
各1學分，讓學生多接觸並延續
英語學習，可運用於專業科目
及各領域學習，日後亦能應用
於職場與生活使用。

簡易數據分析 2     1 1

因配合學生在各方面及專業科
目學習仍須應用數理運算協助
學習，所以學分數規劃上下學
期各1學分，讓學生延續數理學
習，運用於專業科目及各學科
學習，畢業後也能應用於職場
與生活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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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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選
修

專業
科目

13學分
6.99%

電學概要 2 1 1     

因配合學生在各方面專業科目
學習仍須應用基本電學實習與
基本電學實習之相關知識，所
以學分數規劃上下學期各1學分
，讓學生延續電學的基本概念
有深刻的印象，並且運用於後
續專業科目及各專專實習方面
都有更深入了解，畢業後也能
將專業知識應用於職場與生活
上。

電子電路 3   3    

數位邏輯 2     2  

電工法規 2      2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13 1 1 3 0 4 4 校訂選修專業科目開設13學分

實習
科目

79學分
42.47%

計算機應用 2      2

配管實習 6 3 3     

自來水配管實習 6 3 3     

基礎電工實習 6 3 3     

識圖與製圖實習 3  3     

電機裝修實習 3    3   

感測器實習 3   3    

可程式控制實習 4    4   

工業配線實習 6   3 3   
「工業配線實習」、「電力電
子實習」二選一

電力電子實習 6   3 3   
「工業配線實習」、「電力電
子實習」二選一

室內配線實習 8     4 4
「室內配線實習」、「數位邏
輯實習」二選一

數位邏輯實習 8     4 4
「室內配線實習」、「數位邏
輯實習」二選一

電工機械實習 6     3 3

工業配電實習 8     4 4
「工業配電實習」、「氣壓控
制實習」二選一

氣壓控制實習 8     4 4
「工業配電實習」、「氣壓控
制實習」二選一

基礎智慧家庭實習 6     3 3

機電整合實習 6     3 3
「機電整合實習」、「程式設
計實習」二選一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選
修

實習
科目

79學分
42.47%

程式設計實習 6     3 3
「機電整合實習」、「程式設
計實習」二選一

太陽能光電實習 6     3 3

職業技能訓練(建教) 2      2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79 9 12 6 10 20 22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109學分

特殊
需求
領域

0學分
0%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0 0 0 0 0 0 0
校訂特殊需求領域課程開設0學
分

選修學分數合計 94 10 13 9 10 25 27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 132 10 15 22 23 30 32

學分上限總計 186 32 30 32 30 30 32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節數) 18 3 3 3 3 3 3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節數) 6 0 2 0 2 2 0

每週總上課節數 210 35 35 35 35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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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架構表

表6-2-1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 課程架構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日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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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19.35%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6 3.23%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6.45%

合 計 54 29.03%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修

一般科目

122-138 學分

24 12.90%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6 3.23%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8 4.30% 系統設計

選修

一般科目 2 1.08%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3 6.99%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79 42.47% 系統設計

合 計 132 70.97%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學分數 至少60學分 87 46.77% 系統設計

應修習學分數 180-192學分 18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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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節 6節 系統設計

上課總節數 210節 210節 系統設計

 

課
程
實
施
規
範
畢
業
條
件

1. 應修習學分數180-192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50學分。
2. 表列部定必修科目54-58學分均須修習，並至少85%及格。
3. 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80學分及格，實習(含實驗、實務)科目至少50學分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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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百分比計算以「應修習學分數」為分母。
2.上課總節數 = 應修習學分數 +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 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



三、科目開設一覽表

(一)一般科目
表6-3-1-1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課
程
類
別

　　　　學年

課程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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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定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社會
地理

公民與社會

自然科學

物理 物理

化學

生物

藝術
音樂 音樂

藝術生活 藝術生活

綜合活動 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

科技 資訊科技

健康與體育
體育

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

育
全民國防教

育

校
訂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學概
論

國語文學概
論

生活英語會話 生活英語會話

國語文閱讀與寫
作

國語文閱讀與寫
作

數學 數學EASY算 數學EASY算

健康與體育 體育運動 體育運動 體育運動 體育運動 體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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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及實習科目
表6-3-1-2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課
程
類
別

 學
 年

科
目
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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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定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基本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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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訂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電工機械 電工機械

職場英文 職場英文

簡易數據分析 簡易數據分析

電學概要 電學概要

電子電路

數位邏輯

電工法規

實
習
科
目

專題實作 專題實作

職涯體驗 職涯體驗

計算機應用

配管實習 配管實習

自來水配管實
習

自來水配管實
習

基礎電工實習 基礎電工實習

識圖與製圖實
習

電機裝修實習

感測器實習

可程式控制實
習

工業配線實習 工業配線實習

電力電子實習 電力電子實習

室內配線實習 室內配線實習

數位邏輯實習 數位邏輯實習

電工機械實習 電工機械實習

工業配電實習 工業配電實習

氣壓控制實習 氣壓控制實習

基礎智慧家庭
實習

基礎智慧家庭
實習

機電整合實習 機電整合實習

程式設計實習 程式設計實習

太陽能光電實
習

太陽能光電實
習

職業技能訓練(
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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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說明：
　　 1. 日間上課團體活動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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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節。班級活動列為導師基本授課節數。
　　 2. 夜間上課團體活動時間：每週應安排2節，其中1節為班級活動，班級活動列為導師基本授課節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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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1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日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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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8 18 18 18 18

社團活動節數 12 12 12 12 12 12

週會或講座活動節數 12 12 12 12 12 12

其他節數 12 12 12 12 12 12

合計 54 54 54 54 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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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

23



二、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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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表

(日間上課)
表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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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為全學期授課時，須檢附教學大綱，敘明授課內
容等。若同時採計學分時，其課程名稱應為：ＯＯＯＯ(彈性)
　　 3. 實施對象請填入科別、班級...等
　　 4. 本表以校為單位，1校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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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期

科學會活動統籌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科學會活動統籌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平面設計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生活管理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看電影學餐旅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圖形化程式設計實作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快樂學剪輯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選手培訓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玉井巡禮：初階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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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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
期

玉井巡禮：初階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化學報報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化學報報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看電影學餐旅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平面設計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電的物理現象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電的物理現象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圖形化程式設計實作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快樂學剪輯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基礎聽力與閱讀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基礎聽力與閱讀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在地時空遊轉與穿梭-?吧哖事件
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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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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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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主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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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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
期

在地時空遊轉與穿梭-?吧哖事件
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揮毫人生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揮毫人生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全人健康與運動素養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全人健康與運動素養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數殺桌對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數殺桌對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時間規劃效率加倍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時間規劃效率加倍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淺談科學性思考及生物探究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淺談科學性思考及生物探究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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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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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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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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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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主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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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
培
訓

充實
(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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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強
性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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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特色
活動

第
二
學
年

第
二
學
期

科學會活動統籌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科學會活動統籌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聲動人生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從遊戲中學理財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印刷概論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數位健康與人文跨領域研討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從遊戲中學理財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化學作中學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動力電子實作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生活管理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印刷概論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聲動人生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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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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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週
節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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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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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第
二
學
年

第
二
學
期

餐旅專業英文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數位健康與人文跨領域研討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選手培訓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在地時空遊轉與穿梭-玉井地方
產業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在地時空遊轉與穿梭-玉井地方
產業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圖文傳播概論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化工作中學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動力電子實作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電能系統設計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電能系統設計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餐旅專業英文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職場英語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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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學
年

第
二
學
期

職場英語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玉井散策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空拍攝影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空拍攝影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多面體摺紙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多面體摺紙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時間規劃效率加倍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時間規劃效率加倍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趣味科學實驗影片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趣味科學實驗影片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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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會活動統籌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科學會活動統籌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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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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跟著米其林學西餐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創客與實務應用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生活管理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化學數字分析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選手培訓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在地時空遊轉與穿梭-玉井的新
生與新貌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在地時空遊轉與穿梭-玉井的新
生與新貌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創客與實務應用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能源設備實務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能源設備實務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化學數字分析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數位軟體應用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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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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數位軟體應用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數位電路設計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數位電路設計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跟著米其林學西餐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旅遊英文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旅遊英文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生活中的詩意-新詩教學與創作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生活中的詩意-新詩教學與創作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婚姻與家庭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婚姻與家庭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生活中的財務數學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生活中的財務數學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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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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時間規劃效率加倍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時間規劃效率加倍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影片介紹科學家的故事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影片介紹科學家的故事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自主學習2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自主學習1 2 9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期

☐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
☐餐飲技術科

◯ ◯ ◯ ◯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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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學校課程評鑑

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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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一)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9-2-1-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

英文名稱 Chinese language reading and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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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3/3/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提高學生閱讀、欣賞、寫作能力。
2加強學生語文熟悉並能運用增進語表能力。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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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閱讀寫作能力試水溫
1.閱讀、寫作程度測驗與分組。
2.文章閱讀與創作經驗分享。
3.短文創作與分享時間。

18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2)進退之間
1.與〈漁夫〉內容結合，選取文章，由
老師導讀，同學討論文章重點。
2.創作文章「進退之間」。

18

(3)生活中的「寓」言

1.從課文內容衍伸，選取數則寓言故事
，由老師導讀，同學試著說出寓意。
2.創作短篇「寓言」，並交換評析作品
。

18

(4)我學，故我在

1.針對不同科別，選取與該科領域相關
的成功人物文章，由老師導讀，同學分
組討論、分享該領域成功人物的關鍵。
2.創作「我的未來藍圖」。

18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5)我心中的偶像(限古人)

1.以課本為主，分享古代英雄人物的特
質，並選取數則相關文章做分享。
2.請同學分享自己心中的「偶像」，並
說明是否與上述討論具有相同特質。
3.請同學在創作時，一併劃出自己心中
偶像的面貌。

18

(6)態度是關鍵

1.選取與「態度」相關的文章，由同學
分組討論，整理出五個重點，並交換評
析。
2.創作「態度決定一切」，佳文共賞。

18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多元評量
1紙筆測驗 2實作檢測3主題報告 4課堂問答

教學資源 選書、教師自編教材、網路資源(國語文教學相關網站)



教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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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視教學需要，酌用講述、問答、討論、提示、比較、啟發、輔導、發表、欣賞
、練習等方法。
1.教材：PowerPoint簡報。2.器具：黑板、電腦。3.典籍：課本（實用技能學程
教材）、教師手冊。4.網路資源5.圖書館資源。



(一)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9-2-1-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生活英語會話

英文名稱 English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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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2/2/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能依教學主題，正確清晰的口語表達。
2.能依教學情境，流利順暢的口語應對。
3.在口語練習中，浸潤學習，促進日常生活英聽能力的提升。
4.經由教學情境的練習，認識該語言的文化背景及母語人士的習慣用語，體驗異國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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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口語問答(一)
1.以情境主題範例對話，作代換練習，
使學生熟悉日常生活奘況應對。

12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2)口語問答(二) 學習電影與戲劇中生活英語對話。 12

(3)口語問答(三)
同儕配對互動練習，並設計英語對話互
助學習，建立情境默契。

12

(4)口語報告(一) 依各單元主題，設計並練習口語報告。 12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5)口語報告(二)
依所分配之教學主題，設計小組情境狀
況劇，與教師討論並滾動式修正內容。

12

(6)口語報告(三)
依所分配之教學主題，完成小組情境狀
況劇，經團體綵排練習後，口語報告或
演出，分享學習樂趣及成長。

1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口語問答與報告

教學資源 主題教材及網路資源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以日常生活為情境主題的教材，較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如問路、家庭
、電話、超市…等融入生活的主題，避免深澀的學術討論主題。
2.第二外語學習差異性大，弱勢學習者易挫折，宜多鼓勵開口與參與，透過同儕
團體的互動學習，強化其外語會話能力。



(一)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9-2-1-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EASY算

英文名稱 Magy Easy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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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2/2/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希望學生能熟稔數學的基本概念及基礎運算，對於方面學習能有幫助。
2.提昇學生學習的成就，利用討論交流，培養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的素養。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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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實數的運算

1.實數的四則運算
2.數線
3.絕對值
4.分數的四則運算

12 第一學期

(2)指數
1.指數律
2.整數指數
3.有理數指數

12

(3)乘法公式
1.分配律、平方、立方
2.因式分解應用

12

(4)方根的四則運算
1.平方根
2.立方根
3.有理化分母

12 第二學期

(5)函數
1.函數的定義
2.一次函數
3.二次函數

12

(6)機率
1.集合的基本概念
2.樣本空間及機率概念

12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問答、討論、筆記、學習態度、紙筆測驗……等

教學資源 學習講義、自編講義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由淺入深，多次練習，鞏固學生基本運算能力。
2.善用問答、小組討論方式，提昇學生團結向心力，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培養合
作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9-2-1-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體育運動

英文名稱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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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2/2/2/2/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瞭解體育活動的意義、功能及方法，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2.培養個人擅長的運動項目，確立運動嗜好，提升運動技能水準。
3.做到定期適量運動，執行終身運動計畫，增進體適能。
4.發揮運動精神，培養良好品德，並表現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
5.力行動態生活，參與健康休閒活動，享受運動樂趣，促進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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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競技運動
1.田徑運動-短距離跑、接力跑
2.球類運動-籃、排、桌、羽、足、壘
3.體操運動-地板

12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2)健康體適能 健康操 10

(3)健康管理 運動保健 8

(4)體育知識 體育知識融入教材 6

(5)競技運動
1.田徑運動-推鉛球
2.球類運動-籃、排、桌、羽、足、壘 12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6)健康體適能 重量訓練 8

(7)健康管理 運動與營養 6

(8)鄉土活動 扯鈴 6

(9)體育知識 體育知識融入教材 4

(10)競技運動
1.田徑運動-跳高
2.球類運動-籃、排、桌、羽、足、壘
3.體操運動-跳箱

12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11)健康體適能 伸展操 8

(12)健康管理 運動安全 6

(13)鄉土活動 跳繩 6

(14)體育知識 體育知識融入教材 4

(15)競技運動
1.田徑運動-急行跳遠
2.球類運動-籃、排、桌、羽、足、壘

12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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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6)健康體適能
肌力運動

10

(17)健康管理 運動傷害與急救 8

(18)體育知識 體育知識融入教材 6

(19)競技運動
1.田徑運動-推鉛球
2.球類運動-籃、排、桌、羽、足、壘

12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20)健康體適能 重量訓練 6

(21)健康管理 運動與體重控制 6

(22)戶外活動 飛盤 6

(23)體育知識 體育知識融入教材 6

合計  180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技能學習
情意學習
認知學習
特殊需求學生的評量

教學資源 教師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顧及學習的完整性：應考量教材的組成結構是否完整， 兼顧認知、情意、技
能三層面，區分主學習教材、輔學習教材、附學習教材等層次。
2.課程規劃與學生之體育運動社團相結合：體育課程學習基本動作技能、 知識
及情意學習，體育運動社團則深化體育課程內容，讓學生針對各種專項運動有更
深入的學習內容，促進學生學習。



(一)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9-2-1-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國語文學概論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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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提高學生認識文學內涵，了解傳統學術源流，體認文學文化價值
2.文學風潮演變及經史子集介紹

教學內容

41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文學概論
1.國學基本定義及發展
2.書法字體欣賞與辨識

6 第一學期

(2)成語介紹
1.字音字形辨識
2.成語意義及出處演變

6

(3)文學賞析
欣賞並分析各名家文學作品及其寫作語
法與風格

6

(4)文學演變 台灣明鄭以降的文學發展 6 第二學期

(5)文人風采
1.歷史名家作品欣賞
2.文人生活軼事分享

6

(6)回饋複習 填寫學習單並分組討論分享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紙筆測驗
2.問答討論
3.分組整理資料分享報告

教學資源 教師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
2.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
3.圖書館及圖書設備



(二)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9-2-2-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工機械

英文名稱 Electric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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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3/3/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二)
(三)
(四)
(五)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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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概論
1.電工機械分類
2.基礎電磁理論

6 第一學期

(2)直流發電機

1.直流發電機之原理
2.直流發電機之構造
3.直流發電機之一般特性
4.直流發電機之分類、特性及運用
5.直流發電機之好損及效率

15

(3)直流電動機

1.直流電動機之原理
2.直流電動機之構造
3.直流電動機之一般性質
4.直流電動機之分類、特性及運用
5.直流電動機之好損及效率

15

(4)變壓器

1.變壓器之原理及等效電路
2.變壓器之短路及開路試驗
3.變壓器之構造及特性
4.變壓器之連結法

18

(5)三相感應電動機

1.三相感應電動機之原理
2.三相感應電動機之構造及分類
3.三相感應電動機之特性及等效電路
4.三相感應電動機之起動及速率控制

12 第二學期

(6)單相感應電動機

1.單相感應電動機之原理
2.單相感應電動機之構造及分類
3.單相感應電動機之啟動、特性及用途
4.單相感應電動機之速率控制

15

(7)同步發電機之原理
1.同步發電機之分類及構造
2.同步發電機之特性
3.同步發電機之並聯運用

9

(8)同步電動機之構造
1.同步電動機之特性及等效電路
2.同步電動機的起動法
3.同步電動機的運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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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9)特殊電機

1.步進電動機
2.伺服電動機
3.無刷電動機
4.無刷馬達
5.線性電動機

9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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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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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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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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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4.學校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5.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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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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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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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
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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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
片段之知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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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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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教師教學時，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
，協助理論的講解。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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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9-2-2-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職場英文

英文名稱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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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辨識常用英文字彙至 3,000~4,000 字左右。
二、能靈活運用英文閱讀策略，培養閱讀興趣。
三、能運用閱讀策略了解字義和句意。
四、能運用所學的詞彙和句型，寫出正確的句子。
五、能參與課堂的討論與活動，並樂於分享自己的意見，欣賞他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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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閱讀理解基礎
以短篇文章形式，創造學生大量閱讀英
文文章之機會。 6 第一學期

(2)閱讀理解進階
於閱讀後，搭配閱讀測驗及撰寫心得，
檢視學生閱讀理解程度。

6

(3)綜合練習 職場英文對話情境練習與設計狀況劇。 6

(4)寫作演練基礎
根據學生讀過的文章，以相關主題為寫
作題目，請學生寫出一篇約100~120字
的英文文章。

6 第二學期

(5)寫作演練進階
將自己寫作出的文章與教師討論並修正
後，於課堂發表。

6

(6)綜合練習
根據範本，模擬並書寫出個人職場英文
履歷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紙筆測驗

教學資源 講義、投影片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須依照學生程度，適時調整文章難度
學生在寫作上較不熟悉，可循序漸進，培養實力



(二)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9-2-2-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簡易數據分析

英文名稱 Simple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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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1/1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希望學生能熟稔統計的基本概念及基礎運算，對於生活中有所幫助。
2.希望學生能夠了解生活中所遇到的各項統計輛，並做出正確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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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抽樣方法
1.簡單隨機抽樣
2.系統抽樣
3.分層隨機抽樣

6 第一學期

(2)統計圖表
1.次數分配表
2.次數分配圖
3.以上、以下累積次數分配表、圖

6

(3)機率
1.機率概念
2.機率演算

6

(4)分析一維數據
1.表達集中趨勢統計量
2.表達離散趨勢統計量

6 第二學期

(5)分析二維數據
1.相關係數
2.迴歸直線

6

(6)信賴區間與信心水準
1.常態分布
2.信賴區間
3.信心水準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問答、討論、筆記、學習態度、紙筆測驗等

教學資源 學習講義、自編講義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由淺入深，多次練習，鞏固學生基本運算能力。
2.善用問答、小組討論方式，提升學生團結向心力，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培養合
作解決的能力。
3.利用生活實例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二)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9-2-2-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學概要

英文名稱 Electricity 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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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1/1/0/0/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了解並敘述電學之基本概念。
(二)能熟悉直流電路之特性及運算方法。
(三)能熟悉電流之熱效應、化學效應及磁效應之特性及用途。
(四)能了解交流電流、電壓、功率及功因的計算方法。
(五)能熟悉交流電路之特性及運算方法。
(六)養成對電學常識學習之興趣。
(七)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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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電的基本概念

1.電之本性
2.靜電

4.電池

2 第一學期

(2)電的基本概念
3.動電

2

(3)電的基本概念 4.電池 2

(4)直流電路分析 1.導體與絕緣體 2

(5)直流電路分析
2.電網路

2

(6)直流電路分析 3.電壓、電流分配定則 2

(7)直流電路分析 4.克希荷夫定律 2

(8)直流電路分析 5.直流三線制 2

(9)電流之熱效應
1.電流之熱效應
2.電流之化學效應

2

(10)電流之磁效應
1.磁
2.電流所生之磁場

2 第二學期

(11)電流之磁效應
3.電磁感應及法拉第定律
4.楞次定律

2

(12)電流之磁效應
5.佛來銘右手定則
6.佛來銘左手定則
7.自感應與互感應

2

(13)交流電路
1.交流電流
2.交流電壓

2

(14)交流電路
3.交流功率
4.功率因數

2

(15)交流電路分析 1.純電組之交流電路 2

(16)交流電路分析
2.純電感之交流電路
3.純電容之交流電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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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7)交流電路分析 4.串聯電路與阻抗 2

(18)交流電路分析 5.並聯電路與導納 2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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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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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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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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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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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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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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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9-2-2-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子電路

英文名稱 Electronic Circ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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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3/0/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認識各種電子電路之基本原理。
(二)能熟悉各種電子電路之功能及特性。
(三)能培養檢修電子設備之能力。
(四)能具備分析及設計基本電子電路之能力。
(五)能養成合作學習，以建立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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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電子開關
1.二極體電子開關電路
2.電晶體電子開關電路

3 第一學期

(2)功率放大器

1.A類放大器
2.B類及AB類放大器
3.C類放大器
4.OTL放大器
5.OCL放大器

7

(3)差動放大器

1.差動放大器之基本結構及原理
2.差動放大器之直流分析
3.差動放大器之交流分析
4.電流鏡

6

(4)運算放大器應用電路

1.定電流源電路
2.直流毫伏表
3.精密整流器
4.峰值檢波器
5.對數放大器
6.反對數放大器
7.儀表放大器

8

(5)訊號處理電路

1.D/A轉換器
2.A/D轉換器
3.被動濾波器
4.主動濾波器
5.波形產生電路

7

(6)穩壓

1.穩壓之基本觀念
2.電壓調整率
3.串聯型穩壓器
4.並聯型穩壓器
5.IC穩壓器
6.交換式穩壓器

8

(7)調變

1.調變之意義
2.調幅
3.調頻
4.調相

5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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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8)檢波

1.檢波之意欺
2.無線電通訊接收系統
3.射頻放大器
4.變頻與混波
5.中頻放大器
6.調幅檢波器
7.調頻檢波器
8.超外差式接收機

10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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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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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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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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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4.學校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5.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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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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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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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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
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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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
片段之知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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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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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教師教學時，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
，協助理論的講解。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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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9-2-2-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位邏輯

英文名稱 Digit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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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2/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二)
(三)
(四)
(五)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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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概論

1.數量的表示法
2.數位系統及類比系統
3.邏輯準位
4.數位積體電路簡介

2 第一學期

(2)數字系統

1.十進位表示法
2.二進位表示法
3.八進位表示法
4.十六進位表示法
5.數字表示法之互換
6.補數
7.數字碼

8

(3)基本邏輯閘

1.反閘
2.或閘、及閘
3.反或閘、反及閘
4.互斥或閘、互斥反或閘

8

(4)布林代數及第摩根定理

1.布林代數之特質
2.布林代數之基本運算
3.布林代數之基本定理
4.第摩根定理
5.邏輯閘之互換

8

(5)布林函數化簡
1.代數函數化簡
2.卡諾圖法
3.組合邏輯電路之化簡

10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52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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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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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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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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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4.學校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5.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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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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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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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
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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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
片段之知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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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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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教師教學時，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
，協助理論的講解。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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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9-2-2-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工法規

英文名稱 Electrical Engineering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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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0/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熟悉電工法規之理論概念。
(二)能了解電工法規之條文。
(三)能配合法規條文設計各類電功工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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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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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屋內線路裝置總則

1.通則
2.名詞釋義
3.電壓
4.電壓降
5.導線
6.安培容量
7.電路之絕緣

6 第二學期

(2)屋內線路裝置總則

8.接地
9.低壓開關
10.過電流保護
11.漏電斷路器之裝置
12.配(分)電箱
13.導線之標示及應用

6

(3)電燈及家庭用電器具

1.通則
2.花線
3.分路與幹線
4.放電管燈
5.屋外電燈裝置工程

8

(4)低壓電動機、電熱及其他電力
工程

1.通則
2.低壓電動機
3.電熱裝置
4.電焊機
5.低壓變壓器
6.低壓電容器

6

(5)低壓配線方法

1.通則
2.磁夾板配線
3.磁珠配線
4.木槽板配線
5.金屬管配線

10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54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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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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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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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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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4.學校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
5.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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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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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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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教師可引進業界技術資料及教案。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
分例題，以幫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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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注重原理解說及科學訓練，輔以工廠參觀實習求證，力求融會貫通，避免灌輸
片段之知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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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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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教師教學時，宜多運用實物、模型、動畫、多媒體及數位課程影片等呈現技巧
，協助理論的講解。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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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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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了解專題製作的程序。
(二)能養成產品基礎創作及模型製作之能力。 
(三)建立對專題製作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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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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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及機電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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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整合應用介紹

3 第一學期

(2)專題通論
1.專題製作的意義
2.專題製作的目的
3.專題製作的流程

6

(3)主題選定與計畫書的擬定

1.成員選擇與主題選用原則
2.資料蒐集
3.專題計畫書架構
4.撰寫專題計畫書
4.1專題製作基本資料
4.2團隊成員個人資料
4.3設備清單
4.4材料清單
4.5專題製作背景及目的
4.6專題製作方法、步驟與進度
4.7預期成果

6

(4)專題製作題目操作
1.準備專題製作材料及工具

9

(5)專題製作題目操作
2.專題製作之作品初步電路圖實習

15

(6)專題製作題目操作 3.專題製作之初步成品實習 15

(7)專題製作成品測試
1.專題製作之成品測試實習
2.專題製作之成品性能分析實習

12 第二學期

(8)專題製作成品測試 3.專題製作之作品修正實習 12

(9)專題製作歷程

1.研究方法
2.進度掌握
3.專題實施注意事項
4專題歷程檔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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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0)專題製作報告格式

1.格式說明
2.撰寫專題報告
2.1封面/標題頁
2.2中/英文摘要
2.3目錄(含圖/表目錄)
2.4第一章前言(概論/緒論)
2.5第二章理論探討
2.6第三章專題設計
2.7第四章專題成果(模擬或實驗成果)
2.8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2.9參考文獻
2.10附錄

15

(11)專題成果呈現
1.書面方式呈現
2.網頁方式呈現
3.簡報/口頭方式報告

6

(12)專題評量與發表
1.專題評量
2.專題發表

3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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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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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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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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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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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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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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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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職涯體驗

英文名稱 Career Experi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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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1/1/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強調理論與實務應用並重之學習，於學期中透過職場參訪及邀請實務專家到校指導實務操作，了解透過
實地參訪可以了解目前產業界最新發展，及實務運作情況，強化其實務技能，預先為畢業後面對職場的
挑戰作準備並提前思索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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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校外職場參觀

活動內容：
實地參訪業界，旅館業產業介紹。
(1)工作內容介紹。
(2)工作環境介紹。
(3)產業發展趨勢。
2.參訪相關自動控制系統及自動控制開
關系統。
3.實地參訪水電產業場域，與第一線從
業人員及實務操作進行交流，減少
產學落差。

6

第一學期
參觀地點：永盛興電料工程
行

(2)校外職場參觀

活動內容：
實地參訪業界，旅館業產業介紹。
(1)工作內容介紹。
(2)工作環境介紹。
(3)產業發展趨勢。

6
第一學期
參觀地點：神鋒企業有限公
司

(3)業界專家授課
活動內容：
聘任洹豪科技有限公司以實作課程進行
師徒式教學。

6

第一學期
授課師資：余銘仁
服務單位：洹豪科技有限公
司
職    稱：總經理

(4)校外職場參觀

活動內容：
實地參訪業界，旅館業產業介紹。
(1)工作內容介紹。
(2)工作環境介紹。
(3)產業發展趨勢。

6
第二學期
參觀地點：大亞電纜有限公
司

(5)校外職場參觀

活動內容：
實地參訪業界，旅館業產業介紹。
(1)工作內容介紹。
(2)工作環境介紹。
(3)產業發展趨勢。

6
第二學期
參觀地點：東陽實業有限公
司

(6)業界專家授課
活動內容：
聘任洹豪科技有限公司以實作課程進行
師徒式教學。

6

第二學期
授課師資：余銘仁
服務單位：洹豪科技有限公
司
職    稱：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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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實習課程崗位操作
2.課堂內之師生互動參與表現
3.參訪心得報告

教學資源
1.專業工配/室配實習教室，擴充教學設備及結合線上媒體教學媒體
2.實作課程搭配書面自編教材學習
3.校內外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產學業界合作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
(一)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教學方法以講解、示範、觀摩、操作、校外參訪為主要
課程，進行實務教學。
(二)參訪以至校外相關水電產業場域為主，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並搭配學習
單，填寫學習心得報告。
教材編選:
(一)教師自編書面補充教材，並送課發會通過後使用
(二)專家學者授課以實務操作為教學內容，以動手操作實習方式進行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計算機應用

英文名稱 Computer Application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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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0/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對一般常用辦公室軟體有基本的操作能力與認知。
2.了解新時代開放文件格式的意義與使用。
3.能夠自己編輯基本的文件。
4.能夠使用試算表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5.能使用簡報程式表達自己的想法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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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文書處理樣樣通

1.Libreoffice writer簡介
2.Odf與pdf
3.跟office word有什麼相同與不同
4.文件輸入的技巧與美化
5.文件的段落與編輯
6.設定欄位與段落
7.框線與網底、頁首頁尾實作
8.文件的內容與保全
9.表格製作
10.調整表格內容的技巧
11.表格的美化與常遇到的問題
12.調整文件格式與文字格式
13.設定編號與項目符號，定義新的項
目
14.亞洲方式的配置
15.製作主文件與資料來源檔案
16.合併著文件與資料來源檔案
17.製作郵件信封
18.製作標籤
19.認識表單功能
20.設定核取方塊
21.建立下拉式表單欄位
22.該死的長文件，我該怎麼辦
23.Writer的參考與目錄功能
24.目錄的設定
25.圖示的設定

12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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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2)試算表冒險

1.Libreoffice  calc簡介
2.Xls與 csv
3.試算表的方便與重要性
4.儲存格的編修
5.快速輸入資料的方法
6.資料驗證與字串的取代
7.資料排序與應用
8.資料剖析
9.什麼是公式
10.什麼是函式
11.公式與函數的應用
12.常用函式介紹
13.設定資料格式與快速設定格式
14.資料小計與條件式加總
15.匯入外部資料與資料剖析
16.製作與編修圖表
17.圖表元件的格式設定

12

(3)簡報由我來

1.Libreoffice  impress簡介
2.什麼是好簡報
3.簡報的目的
4.文字整合與良好的視覺設計
5.表格圖片的設定
6.多媒體的嵌入與注意事項
7.放映的技巧取節奏
8.如何讓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9.各組簡報觀摩
10.更好的工具

12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從做中學，每次上課都可以觀察學生實作的狀況並加以指導。
2.實作評量，約四到五次。
3.Impress分組實作練習，並於第18週上台實際演示，教師指導講評並由同學評
分。

教學資源
1.講義與參考書
2.教育部高中資訊學科中心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每兩節課為一個小單元，由一個簡單的例子，從做中學。
2.單元完成後由老師或同學互相評量，老師從中觀察並注意學生的學習狀況。
3.Impress軟體時做加入分組練習，並於完成後上台實際演示，教師指導講評並
由同學評分。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配管實習

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Pipe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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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3/3/0/0/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具備PVC塑膠管製作與調整能力
(二)具備EMT鐵管製作與調整能力
(三)具備高壓電纜配管與配線能力
(四)具備管線裝配、檢測及維修之基本技能

教學內容

62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3 第一學期

(2)識圖與繪圖
1.認識配管電路圖
2.配置操作步驟
3.各種管線及其設備之基本知識

9

(3)非金屬管配線
1.噴燈、與管徑弧度量測與操作
2.接線盒及裝接線配件之強度
3.pvc配管

15

(4)金屬管配線
1.鐵管凹製、大小S形狀製作與修正
2.配管材料,防水軟管,配管器材 15

(5)金屬管配線

3.常用鋼管厚導線管、薄導線管、ETM
管（Electric metallic Tubing）及可
橈金屬管四種

12

(6)電路分電盤複線圖
1.電路分電盤管路

6 第二學期

(7)電路分電盤複線圖 2.線路配置 15

(8)高壓插座配管與配線 1.電路與廚房專用插座分路付現圖 6

(9)高壓插座配管與配線 2.220伏特高壓插座配管與配線 15

(10)認識管材與管配件
1.認識管材與管配件
2.管線製圖、電腦繪圖、電腦應用

12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63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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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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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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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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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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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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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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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自來水配管實習

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Tap Water 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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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3/3/0/0/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正確使用管路、維修與保養之技能
(二)能承裝配管及保養檢修工作
(三)接合配管，組裝工作崗位獨立作業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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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配管器材介紹
1.配管器材種類與應用介紹
2.PVC塑膠管加工
3.金屬管加工

9 第一學期

(2)管路識圖與製圖
1.管路與管件符號的表示
2.管路三視圖繪製

12

(3)管路落樣實務 1.直管、斜管、歪管之落樣方法 6

(4)管路落樣實務
2.實長計算
3.技巧說明及操作示範

12

(5)配管工具使用與保養
1.配管工具認識、使用、維修與保養
2.配管長度裁剪、絞牙、焊接、壓街等
加工

15

(6)綜合管路加工組裝實習
1.綜合配管組裝接合與調整實習

15 第二學期

(7)綜合管路加工組裝實習
2.加工設備使用方式及技巧
3.固定方法/防護種類/檢驗方法說明

6

(8)管路尺寸量測與水壓測試 1.尺寸量測與水壓測試 9

(9)管路尺寸量測與水壓測試 2.綜合配管練習 15

(10)自來水法規
1.自來水事業專營權、自來水設備
2.自來水營業法、自來水配管、供水、
監督、輔導、罰則等

9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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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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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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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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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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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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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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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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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電工實習

英文名稱 Basic Electr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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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3/3/0/0/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具備從事室內配線之基本技能。
(二)具備從事低壓工業配線之基本技能。
(三)養成良好職業道德及正確工業安全衛生習慣。
(四)養成對電工實習之興趣。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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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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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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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一學期

(2)導線連接與處理

1.導線之選用及線徑測量
2.單心線之連接實習
3.絞線之連接實習
4.導線接頭之壓接實習
5.導線之絕緣處理實習
6.配電器具之裝置實習

15

(3)屋內配線
1.分電盤與瓦時計之裝配
2.開關、插座及器具之裝配
3.PVC管及EMT管配線之認識

15

(4)屋內配線
4.單相二線式及單向三線式配線實習
5.低壓電纜配線實習

12

(5)屋內配線
6.接地系統之接地電阻測量實習
7.屋內線路之絕緣電阻測量實習

9

(6)低壓工業配線元件

1.開關元件
2.電驛元件
3.指示燈
4.接線端子台
5.計時器

6 第二學期

(7)低壓工業配線電路配線要領
1.器具裝配固定
2.線路圖配線實習

6

(8)低壓電機控制配線及裝置
1.電動機之起動、停止及過載控制實習
2.電動機之正逆轉控制實習
3.電動機之順序控制實習

15

(9)低壓電機控制配線及裝置

4.電動機之循環控制實習
5.三相感應電動機之Y–△降壓起動控
制實習
6.水位控制裝置實習

15

(10)低壓電機控制配線及裝置
7.近接控制裝置實習
8.光電控制裝置實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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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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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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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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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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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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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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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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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識圖與製圖實習

英文名稱 Map Recognition and Car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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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3/0/0/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培養正確使用製圖設備與用具之能力。
(二)能培養識圖與製圖之能力與培養良好的製圖工作習慣。
(三)養成對識圖與製圖實習之興趣，養成良好職業道德及正確工業安全衛生習慣。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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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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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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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二學期

(2)認識圖紙及繪圖工具 認識圖紙及繪圖工具 1

(3)線法與字法

1.線法：了解各種線條所傳達之意義、
記憶並正確繪製線條
2.字法：CNS標準工程英文字母、阿拉
伯數字及中文字書寫方式

6

(4)線法與字法 線條及字型 6

(5)應用幾何
1.水平線與垂直線之畫法
2.圓弧與直線相切
3.圓弧與圓弧相切

9

(6)正投影

1.投影的種類--正投影
2.第一角與第三角投影
3.視圖之畫法及練習：正投影
4.立體圖畫三視圖
5.物體形狀判讀：補視圖

9

(7)立體正投影

1.立體正投影
2.等角投影：等角圖及等角視圖
3.等角視圖三軸縮短值之幾何原理
4.等角視圖繪圖法：正投影與等角視圖
之關係

9

(8)剖視圖

1.剖面之應用
2.假想之切割
3.剖面的種類
4.半剖面及其他剖面
5.習用畫法

9

(9)尺度標註 1.CNS標準尺度標註 3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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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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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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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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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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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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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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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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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機裝修實習

英文名稱 Electric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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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3/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了解變壓器的特性、原理及構造。
(二)能熟悉操作變壓器極性、開路、短路試驗。
(三)能判別變壓器理論與實作之差別。
(四)能操作變壓器檢修與實驗。
(五)建立對電機裝修之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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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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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業安全與衛生
1.實習工廠設施及使用介紹
2.消防安全簡介及使用說明
3.課程實作相關安全知識宣導

3 第二學期

(2)繞組電阻測量
1.利用電壓表與電流表實際測量電阻實
習
2.再利用公式算出運轉溫度之電阻實習

12

(3)極性試驗
1.直流電壓法實習
2.交流電壓法實習 12

(4)極性試驗 3.比較法實習 6

(5)開路試驗
1.鐵損Pi實習
2.激磁電導Gc實習

12

(6)開路試驗
3.激磁電納 Bm實習
4.無載功率因數 cosθ0實習

9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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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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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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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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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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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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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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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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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感測器實習

英文名稱 S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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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3/0/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了解各式感測器之原理與特性，並熟悉其使用方法。
(二)能培養各式感測器及設計電路之應用。
(三)能運用網路或資料手冊查詢各式感測器特性資料。
(四)養成對感測器之興趣，養成良好職業道德及正確工業安全衛生習慣。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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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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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及感測器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感測器應用介紹

3 第一學期

(2)光感測器應用實習
1.光控元件基本實習
2.光遮斷器應用實習
3.光學式近接開關實習

6

(3)溫度感測與溫控應用
1.熱敏電阻之溫控應用實習
2.白金感溫電阻之溫度量測實習
3.溫度量測與控制實習

6

(4)磁性感測元件與應用
1.霍爾元件的介紹
2.霍爾元件之非接觸電流量測實習
3.霍爾元件之旋轉偵測應用實習

6

(5)音波與振動感測器
1.音波接收器及各式音波發射器的介紹
2.麥克風與喇叭之應用實習
3.超音波感測器之應用實習

6

(6)氣體濃度感測應用
1.常見氣體濃度感測器介紹
2.瓦斯濃度偵測基本實習
3.酒精濃度偵測實習

6

(7)距離感測器應用
1.常用的距離元件及設定方法介紹
2.輪式直線距離量測器實習
3.光學之距離量測實習

6

(8)重量與壓力感測器應用
1.電子秤所用的感測原理
2.應變計實習

6

(9)液面高度感測與應用

1.液面高度控制實習
2.電阻式液面高度偵測實習
3.壓力式液位量測實習
4.電極式水位偵測實習

9

合計  5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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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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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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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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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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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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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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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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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1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可程式控制實習

英文名稱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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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4/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說明可程式控制器(PLC)的發展背景、組成要件及內部結構。
(二)具備使用可程式控制器(PLC)階梯圖與各種基本指令、應用指令及步進指令之能力。
(三)能運用可程式控制器(PLC)與人機介面做資訊連結、顯示及控制。
(四)能運用可程式控制器(PLC)控制氣壓、電動機、步進馬達等負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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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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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及可程式控制器(
PL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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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應用介紹

3 第二學期

(2)可程式控制器(PLC)介紹及階梯
圖

1.PLC的發展背景、特點、硬體結構及
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相關規範介紹
2.程式書寫器及電腦軟體界面介紹
3.工業配線電路圖及PLC階梯圖之間的
轉換實習
4.PLC程式執行掃描的概念

9

(3)基本指令介紹及操作
1.基本指令分類介紹
2.基本指令使用方法
3.基本指令應用實習

12

(4)應用指令介紹及操作

1.應用指令使用說明
2.傳送指令實習
3.運算、比較指令實習
4.邏輯指令實習
5.旋轉及移位指令實習
6.資料處理指令實習
7.數位/類比(D/A)、類比/數位(A/D)介
面

12

(5)狀態流程圖設計

1.步進指令介紹
2.單一順序流程設計實習
3.選擇分歧及合流流程實習
4.狀態跳躍流程實習
5.並進分歧及合流流程實習
6.應用實例實習

16

(6)人機介面及負載控制應用

1.人機介面介紹與應用
2.PLC控制氣壓盤實習
3.PLC控制電動機實習
4.PLC控制步進馬達實習
5.遠端控制實習

20

合計  72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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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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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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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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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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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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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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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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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1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工業配線實習

英文名稱 Industrial W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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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3/3/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認識工業配線之基本常識。
(二)能熟悉工業配線設備器材之安裝及操作。
(三)能培養工業配電系統及使用安全之認知。
(四)能具備電路量測實驗、屋內電力配送、低壓電機控制配線操作等之基本技能。
(五)能養成對工業配線實習之興趣，養成良好職業道德及正確工業安全衛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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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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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及工業配線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工業配線介紹

3 第一學期

(2)導線之選 用、連接與處理

1.導線之選用實習
2.導線接頭之壓接實習
3.導線之絕緣處理實習
4.電纜線之連接實習

3

(3)低壓電機控制配線及裝置

1.電動機起動、停止、過載控制實習
2.電動機之正逆轉控制實習

4.電動機之循環控制實習
5.三相感應電動機之Y-△降壓起動控制
實習
6.水位控制裝置實習
7.近接、光電控制裝置實習

12

(4)低壓電機控制配線及裝置
3.電動機之順序控制實習

9

(5)裝置配線實習

1.單相感應電動機正反轉控制實習

12

(6)裝置配線實習
2.乾燥桶控制電路實習
3.電動空壓機控制電路實習

15

(7)裝置配線實習
1.兩台輸送帶電動機順序運轉控制實習
2.二台抽水機交替運轉控制實習

15 第二學期

(8)裝置配線實習
3.三相感應電動機Y-△降壓起動控制實
習

9

(9)裝置配線實習 4.三相感應電動機正反轉控制實習 9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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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0)故障檢修

1.單相感應電動機順序起動控制實習
2.自動台車分料系統控制電路實習
3.三台輸送帶電動機順序運轉控制實習
4.三相感應電動機之Y-△降壓起動控制
(一) 實習

12

(11)故障檢修

5.三相感應電動機之Y-△降壓起動控制
(二) 實習
6.三相感應電動機順序啟閉控制實習
7.往復式送料機自動控制電路實習

9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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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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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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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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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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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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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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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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1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力電子實習

英文名稱 Power 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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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3/3/0/0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直流轉直流電力及直流轉交流電路基本原理。
(二)設計調整負載所需直流電壓、電流之電力供應電路。
(三)應用直流轉交流電路提供指定設備，並調整設備所需電壓、電流暨頻之交流電力電路。
(四)能檢測出電力電子電路故障之元件，維護電力電力電路正常運作。
(五)建立對電力電子應用之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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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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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及電力電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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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電子應用介紹

3 第一學期

(2)直流電源電路及定電壓源電路

1.整流實習
2.濾波實習
3.固定式電源穩壓實習
4.可調式電源穩壓實習
5.模擬負載測試

9

(3)定電流源電路

1.定電流電路實習
2.可調式定電流電路實習
3.電池定電流充電實習
4.行動電源製作實習
5.模擬負載測試

12

(4)直流轉直流降壓電路

1.無變壓器降壓電路實習
2.變壓器降壓電路實習
3.輸出大電流電壓波形實習
4.電感、電容值對電路影響實習
5.動態負載對降壓電路效率的量測

15

(5)直流轉直流升壓電路
1.升壓電路實習
2.電感、電容值對電路影響實習
3.動態負載對升壓電路效率的量測

15

(6)直流轉直流電壓反極性電路
1.電壓反極性電路實習
2.電感、電容值對電路影響實習

12 第二學期

(7)波寬調變(PWM)電路應用 1.直流馬達PWM轉速控制實習 12

(8)直流轉固定頻率交流電路應用
1.不斷電系統(UPS)電路實習
2.車用直流轉交流電源電路實習

12

(9)直流轉可變頻率交流電路應用
1.直流轉交流變頻電路實習
2.智慧型監控直流變頻電路實習

18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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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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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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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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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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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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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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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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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軟體輔助教材可由軟體供應商提供正體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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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1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室內配線實習

英文名稱 Interior W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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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4/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認識室內配線之基本常識。
(二)能熟悉室內配線設備器材之安裝及操作。
(三)能培養室內配線系統及安全之認知。
(四)能具備室內配線電路、配線操作等之基本技能。
(五)能養成對室內配線實習之興趣，養成良好職業道德及正確工業安全衛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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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 第一學期

(2)屋內配線裝置器具、符號介紹

1.無熔絲開關
2.保險絲
3.單切開關
4.三路開關
5.四路開關
6.按鈕開關
7.插座

20

(3)室內配線配管

1.PVC管製作實習
  1.1擴管製作實習
  1.2喇叭口製作實習
  1.3小S製作實習
  1.4彎管製作實習

20

(4)室內配線配管
2.EMR管製作實習
  2.1小S製作實習
  2.2彎管製作實習

20

(5)室內配線配管 3.電纜線製作配線實習 8

(6)室內配線分配盤
1.一只開關控制一燈實習
2.二只開關控制一燈實習

12 第二學期

(7)室內配線分配盤
3.三只開關控制一燈實習
4.單相二線式110V插座實習 12

(8)室內配線分配盤
5.單相三線式220V插座實習
6.接地線實習

12

(9)室內配線分配盤
1.一只開關控制一燈實習
2.二只開關控制一燈實習

12

(10)室內配線分配盤
3.三只開關控制一燈實習
4.單相二線式110V插座實習

12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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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1)室內配線分配盤
5.單相三線式220V插座實習
6.接地線實習

12

合計  14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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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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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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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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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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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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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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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1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數位邏輯實習

英文名稱 Digit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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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4/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認識數位邏輯實驗儀器工作原理。
(二)能熟悉布林函數及數位邏輯電路圖之電路裝配。
(三)能培養數位邏輯之基本量測信號及故障維修。
(四)養成對數位邏輯實習之興趣，養成良好職業道德及正確工業安全衛生習慣。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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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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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及數位邏輯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數位邏輯介紹

4 第一學期

(2)實習儀器之使用
1.電壓的供給方式及調整
2.儀器接線及測試方式說明
3.邏輯狀態的輸出測試

4

(3)數字系統

1.數字碼簡介
2.數字碼互換轉換說明
3.BCD碼及格雷碼基本原理
4.補數介紹及運算

8

(4)基本邏輯閘與真值表

1.或閘實習
2.及閘實習
3.反閘實習
4.反或閘實習
5.反及閘實習

20

(5)基本邏輯閘與真值表

6.互玉或閘實習
7.互玉反或閘實習
8.互補式金氧半導體(CMOS)與電晶體邏
輯線路(TTL)的特性比較實習
9.基本邏輯閘特性實驗實習

16

(6)布林代數化簡
1.代數演算法
2.卡諾圖法
3.設計簡化之組合邏輯電路實習

20

(7)組合邏輯實驗
1.及閘（AND）、或閘（OR）、反閘（N
OT）之組合電路實驗實習

12 第二學期

(8)加法器實
1.半加器實習
2.全加器實習

8

(9)減法器實驗
1.半減器實習
2.全減器實習

8

(10)組合邏輯應用實驗
1.編碼/解碼器實驗實習
2.多工/解多工實驗實習

8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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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1)正反器實驗

1.RS型正反器實驗實習
2.D型正反器實驗實習
3.JK正反器實驗實習
4.T型正反器實驗實習

16

(12)循序邏輯閘應用實驗
1.計數器實習
2.跑馬燈實習
3.紅綠燈實習

12

(13)數位邏輯應用電路製作 1.數位邏輯應用電路製作實習 8

合計  14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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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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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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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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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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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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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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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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1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電工機械實習

英文名稱 Electric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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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變壓器、電動機、發電機工作原理及特性，並熟悉其操作方法。
(二)具備各類電工機械特性資料查詢之能力。
(三)了解電機在控制及綠能領域之應用。
(四)具備電力電子驅動電工機械應用之能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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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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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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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一學期

(2)概論及應用介紹 1.電工機械於產業之應用 6

(3)直流電機
1.直流電動機的電樞繞組模組接線
2.直流發電機特性實習 12

(4)直流電機

3.直流電動機特性實習
4.直流電動機啟動及調速控制實習

5.自耦變壓器實習

12

(5)變壓器

1.單相變壓器之極性、匝數比及絕緣測
試實習
2.單相變壓器開路及短路試驗實習

12

(6)變壓器
3.單相變壓器負載實習
4.單相變壓器三相連接法

9

(7)感應電動機
1.低壓三相感應電動機之繞組接線及組
裝
2.低壓三相感應電動機接線及特性實習

15 第二學期

(8)感應電動機 3.低壓單相感應電動機接線及特性實習 9

(9)同步電機
1.交流同步發電機特性實習
2.交流同步發電機之並聯運用
3.交流同步電動機特性實習

12

(10)特殊電機
1.步進馬達及驅動實習
2.感應電動機變頻驅動實習
3.交流伺服馬達及驅動實習

9

(11)特殊電機
4.輪轂馬達(直流無刷)及驅動實習
5.線性馬達及驅動實習

9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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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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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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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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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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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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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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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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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1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工業配電實習

英文名稱 Industrial W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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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4/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二)
(三)
(四)
(五)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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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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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一學期

(2)儀表介紹 類比、數位計量儀表介紹 8

(3)切換開關
1.電流切換開關接線實習
2.電壓切換開關接線實習

20

(4)低壓接線
CO、LCO、OV、UV保護接線實習

20

(5)低壓接線 1.3ψ3WKVARH接線實習 20

(6)低壓接線 1.3ψ3W KWH接線實習 16 第二學期

(7)低壓接線 2.OCB控制電路接線實習 16

(8)高壓接線
1.三相四線式11.4KV高壓受電盤配線實
習

20

(9)高壓接線
2.三相三線式3.3KV高壓受電盤配線實
習

20

合計  14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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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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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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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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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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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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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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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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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1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氣壓控制實習

英文名稱 Pneumatic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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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4/4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認識氣壓之基本性質及動作原理。
(二)能熟悉氣壓控制元件的結構與控制能力。
(三)能培養正確選擇及配置氣壓控制元件之應用。
(四)養成對氣壓控制實習之興趣, 養成良好職業道德及正確工業安全衛生習慣。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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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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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及氣壓控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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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一學期

(2)氣壓基本原理介紹

1.氣壓基本概念
2.壓力之定義及使用單位
3.氣壓傳動的優缺點
4.氣壓系統圖圖形符號

16

(3)氣壓元件操作實習

1.氣壓缸之種類、構造及作用原理
2.氣壓馬達之種類、構造及作用原理
3.氣壓系統各類型控制閥之符號、構造
、功用及作用情形

20

(4)氣壓元件操作實習

4.方向控制閥實習
4.1止回閥實習
4.2方向閥(2/2)實習
4.3方向閥(3/2)實習
4.4方向閥(4/3)實習
4.5方向閥(5/2)實習
4.6梭動閥實習
4.7雙壓閥實習
4.8極限開關(3/2)實習

16

(5)氣壓元件操作實習
5.流量控制閥實習
5.1單向節流閥實習
5.2雙向節流閥實習

16

(6)氣壓元件操作實習

1.壓力控制閥實習
1.1切斷閥實習
1.2溢流閥(釋壓閥)實習
1.3減壓閥實習
1.4順序閥實習
1.5延時閥實習

16 第二學期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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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7)氣壓元件操作實習

2.氣壓基本迴路實習
2.1方向控制迴路實習
2.2壓力控制迴路實習
2.3流量控制迴路實習
2.4迴路之認識及動作分析實習

16

(8)電氣控制氣壓元件迴路

1.常用的電氣元件實習
1.1開關實習
1.2繼電器實習
1.3計時器實習
1.4計數器實習
1.5壓力開關實習
1.6電磁閥實習

20

(9)電氣控制氣壓元件迴路
2.基本電氣控制氣壓迴路認識
3.氣壓迴路應用於動力機械之實習

20

合計  144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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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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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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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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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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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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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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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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1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智慧家庭實習

英文名稱 Basic Smart Hom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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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熟悉建築智慧化居家監控之整合原理與基本技能。
(二)能了解居家管線配置之基本技能。
(三)能具備從事遠端智慧居家監控整合基本技能。
(四)建立對智慧居家監控之興趣，養成正確及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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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3 第一學期

(2)智慧居家監控系統的選用及規
劃

1.智慧家庭生活趨勢
2.控制器操作及應用
3.控制系統開發環境實習
4.傳輸協定設定實習

18

(3)居家燈光控制
1.燈光控制元件實習
2.燈光控制系統設計及應用實習
3.節能燈光系統設計實習

15

(4)居家節能與電氣控制

1.智慧電表
2.室內用電節能規劃及應用實用
3.智慧電網實習
4.家庭影音及電器控制實習

18

(5)環境控制

1.感測元件配置設計規劃
2.溫濕度感測元件實習
3.空調控制實習
4.居家環境控制系統設計及應用實習

15 第二學期

(6)門禁控制
1.身份安全識別控制實習
2.無線射頻感應控制實習
3.紅外線感應控制實習

12

(7)防災及監控

1.瓦斯警報監控實習
2.火災警報監控實習
3.數位監控實習
4.水位監控實習

15

(8)遠端居家智慧控制
1.行動裝置智慧監控實習
2.雲端電腦智慧監控實習

12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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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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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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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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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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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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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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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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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1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機電整合實習

英文名稱 Mecha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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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認識氣壓元件，應用氣壓元件組成機構。
(二)了解可程式控制器(PLC)編輯軟體，應用PLC編輯軟體撰寫控制程序。
(三)應用可程式控制器設計機電整合機構達成所需動作。
(四)了解感測元件原理，可檢測出故障之感測元件。
(五)建立對機電整合之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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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及機電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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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整合應用介紹

3 第一學期

(2)氣壓元件介紹
1.氣壓動力源介紹
2.氣壓元件介紹
3.氣壓於生活及職場應用

9

(3)電氣氣壓
1.氣壓壓力調整實習
2.電氣氣壓迴路實習

12

(4)可程式控制器(PLC)編輯軟體
1.PLC編輯軟體介紹
2.軟體離線及線上功能實習
3.PLC程式實例演練

12

(5)感測器
1.位置感測元件實習
2.顏色辨別感測元件實習 9

(6)感測器

3.溫度感測元件實習
4.感測元件檢修實習

9

(7)機電整合應用實習
1.形狀判別與傳送實習

9 第二學期

(8)機電整合應用實習 2.顏色辨別與姿勢調整實習 9

(9)機電整合應用實習 3.姿勢判別與換向實習 9

(10)機電整合應用實習 4.材質分揀與加工實習 9

(11)機電整合應用實習 5.重量判別與整列實習 9

(12)機電整合應用實習 6.多機構整合實習 9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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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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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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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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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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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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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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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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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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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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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認識程式設計理論及設計流程圖。
(二)能熟悉程式設計之基本指令操作。
(三)能培養程式設計之應用實作及程式系統檢修。
(四)養成對程式設計實習之興趣，養成良好職業道德及正確工業安全衛生習慣。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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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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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及程式設計介紹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4.程式設計介紹

3 第一學期

(2)認識C++語言與流程圖
1.流程圖與fChart流程圖直譯器
2.C++程式語言
3.認識程式碼與整合開發環境

6

(3)數位資料表示法

1.開發C++程式的基本步驟
2.建立第一個C++程式
3.建立第二個C++程式
4.C++語言的常數值

6

(4)變數與常數

1.認識變數
2.關鍵字與識別字
3.資料型態
4.宣告與使用變數
5.讓使用者輸入變數值
6.使用常數
7.閃爍LED燈實習

12

(5)運算式和運算子

1.認識運算式和運算子
2.運算子的種類
3.運算子的優先順序和結合
4.資料型態的轉換
5.交互閃爍LED燈實習

12

(6)條件判斷

1.關係運算子與條件運算式
2.if單選條件敘述
3.if/else二選一條件敘述和條件運算
式
4.if/else if多選一條件敘述
5.switch多選一條件敘述
6.邏輯運算子
7.LED燈光控制與按鍵開關實習

15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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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7)重複執行程式碼

1.認識迴圈敘述
2.for計數迴圈
3.while條件迴圈
4.do/while條件迴圈
5.巢狀迴圈與無窮迴圈
6.改變迴圈的執行流程
7.LED燈亮度控制和SOS摩斯碼實習

12 第二學期

(8)函數

1.認識函數
2.建立和呼叫函數
3.函數的參數與引數
4.函數的傳回值
5.函數的實際應用
6.函數原型宣告
7.變數的範圍
8.蜂鳴器與音樂播放實習

12

(9)陣列與字串

1.認識陣列
2.陣列宣告
3.使用一維陣列
4.陣列的應用
5.二維與多維陣列
6.字串與陣列
7.控制多個LED燈實習

12

(10)指標與位元運算

1.認識記憶體位址
2.使用指標變數
3.函數與指標
4.陣列與指標
5.字串與指標
6.位元運算
7.LED創意霓虹燈實習

6

(11)整合應用

1.可變電阻實驗實習
2.序列埠通訊實驗實習
3.伺服馬達實驗實習
4.直流馬達實驗實習
5.步進馬達實驗實習

12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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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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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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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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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教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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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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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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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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2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太陽能光電實習

英文名稱 Solar Photovolt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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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3/3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認識太陽能板之工作原理。
(二)能熟悉太陽能光電電路圖之電路裝配。
(三)能培養太陽能光電之基本量測信號及故障維修。
(四)養成對太陽能光電實習之興趣，養成良好職業道德及正確工業安全衛生習慣。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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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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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工場安全衛生
1.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2.工業安全及衛生
3.消防安全

3 第一學期

(2)太陽能光電介紹
1.併聯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元件及工作
原理

3

(3)併聯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安裝
1.支撐架安裝實習
2.模組組裝實習 9

(4)併聯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配置
3.配管實習

6

(5)併聯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安裝 4.配線實習 6

(6)併聯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安裝
3.故障排除及功能檢測實習

6

(7)併聯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安裝 4.性能量測與計算實習 6

(8)併聯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安裝
併聯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安裝故障檢測
實習

15

(9)太陽能光電介紹
獨立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元件及工作原
理

3 第二學期

(10)獨立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配置 1.配管實習 6

(11)獨立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配置 2.配線實習 9

(12)獨立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配置 3.故障排除及功能檢測實習 9

(13)獨立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配置 4.性能量測與計算實習 12

(14)獨立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配置
獨立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配置故障檢測
實習

15

合計  108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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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
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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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定、口試、筆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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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
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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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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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實習設備，提升與產業接軌教學之成效。
4.本課程內容可配合實習課程之相關單元觀察或驗證，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知識
及提升學習成效。
5.本課程可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參與技專院校實習技能體驗營及辦理產業教學參
觀，加強業界教學資源運用、經驗分享與交流，以縮短產學落差，提昇學生技術
能力。
6.教師使用相關教學資源及提供數位資源內容時，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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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內容儘量與活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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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具具有創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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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
表9-2-3-2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職業技能訓練(建教)

英文名稱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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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 0/0/0/0/0/2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議題融入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有，科目：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學習幫助學生了解業界動態，有效提升學生對企業實務環境之認識
二、體驗企業廠務運作增進實務經驗及操作技能
三、使學生做好求職前之準備，以提升其畢業後之就業率與職場表現

教學內容

102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
節數

備註

(1)職場安全與衛生訓練 瞭解職場實習注意事項 6

(2)產業現況 介紹目前電機及自動化產業現況 6

(3)了解產業最新發展
認識電機資訊及自動化產業最新發展類
型 6

(4)相關職場所需基礎能力 介紹進入相關職場所需之基礎能力 6

(5)廠務運作 認識工廠廠務運作之實務 6

(6)工廠管理 認識工廠管理制度之概況 6

合計  36節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以多元評量的方式綜合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
2.由產業機構評量學生實習表現及工作態度。

教學資源 請產業機構提供目前現場實際操作之機台，並由業師指導學生學習。

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本課程以實際操作為主。
二、由公司工廠操作環境之注意事項及安全問題。
三、配合工場現場教學，以實用性為主要教學訴求，以提高學生學習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