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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從開始投入高瞻計畫至今，已經是13年前的事情了。時光荏苒，當初這群熱血執行高瞻計畫的教師年紀不到40歲，現在
則年紀已將近50歲。那是一段充滿理想與抱負的美好時代，現在想起仍然熱血沸騰、意猶未盡，在落筆之際，許多畫面又重回眼簾，歷歷在
目。

2007年底，面臨教育現場力求改革的呼聲，苗栗農工也思索要如何轉型，才能獲得家長及學生的青睞，而就在此時契機出現，當時
擔任實驗研究組組長的林孟郁老師得知當時仍稱為國科會的科技部正在推動高中職申請「高瞻計畫」，而計劃徵求書中「推展學校教師研發創
新課程」、「引發高中生對科技的好奇心和興趣」以及「培養高中生能主動探索新興科技發展」等關鍵字吸引了他的目光，倘若本校能申請到
此計畫，對於校內教學的創新（例如融入新興科技議題或啟發學生多元思考與批判能力）、設備資源的挹注、師生研究風氣的提升等方面，皆
會帶來翻轉的機會。孟郁老師認為，以苗農擁有12個科別、6種類群、200餘位教職員工的規模，絕對有機會可以試試看。抱持著「做，
就對了！」的信念，他開始尋找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師，展開了一趟為期7年的高瞻計畫和科學教育奇妙之旅。

苗栗農工是一所擁有76年悠久歷史的傳統區域型高職，學生大多來自傳統的苗栗客家子弟，孩子們入學的程度不高（PR值
約30-50），老師們也就安穩扮演著傳統「傳道、授業、解惑」者的角色，至於「探究式教學」、「合作學習」等名詞可能曾在學校被提
起，但始終無法真正落實。直至2007年左右，學校面臨少子化、生源減少的威脅，也面臨了不得不轉型的危機。但危機就是轉機，檢視本
校擁有的科系類別及人力資源，包括農業群（畜產保健科、森林科、園藝科及農場經營科）、食品群（食品加工科）、家政群（家政科）、化
工群（化工科）、機械群（機械科、板金科、生物產業機電科）、電機群（電機科、電機空調科）以及國文、英文、數學共同科等領域之教師，
我們發現苗農這所「傳統」農工學校也可以「得天獨厚」，於是高瞻團隊成立了。我們體認到善用學校自身資源和打團體戰，絕對是致勝的關
鍵。匯集了熱情的專業師資後，校長也完全授權，給予本團隊高度的自主性。有了學校行政端的適時支援、活化行政體系效能、並尋求充沛的
外部資源（產、官、學的跨界合作）後，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之下，我們的高瞻團隊已充分掌握了教師專業社群運作與經營的成功要素。

第一期四年計畫（2007年至2010）我們以「生質能新興科技課程發展與教學實驗計畫」為主題，共包含三個子計畫，如表1所
呈現。團隊以「培育未來科技人才」為目標，課程主題鎖定在提升學生探究能力和科學素養，利用本校跨科、跨領域豐沛的資源研發生質能源
課程；教學則採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探究教學法，培養學生進行探究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師也藉由教學觀察與教學反思等方式獲得回饋，進行
滾動式修正，從以「教學為主體」轉變為「學習成效導向」的教學模式，這對苗栗農工的教師和學生而言，都是一項全新的嘗試和挑戰。

表1苗栗農工高瞻計畫第一期三項子計畫之主題及課程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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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題
 

課程單元／主要任務
 

子計畫一
 

l植物資源生質能系統建置
 

l課程發展與教學實驗研究
 

ê生質柴油
 

ê生質酒精
 

子計畫二
 

l動物及微生物資源生質能系統建置
 

l課程發展與教學實驗研究
 

ê畜產廢棄物產沼氣
 

ê微生物產氫
 

ê生質燃料電池
 

子計畫三
 

l生質能源科技課程與教學評鑑實驗研究
 

ê輔導課程發展
 

ê課程評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團隊教師多以各科專業課程教師為主，但有一位英文科老師也加入，共有14位成員，分為「行政服務」、「課程研發」及「課程評鑑」三大
任務，依據各教師的專長分工。在計畫初期每一位成員都能清楚明瞭自己的任務角色，讓計畫更見效率。

由於高瞻計畫第一期要求課程研發需符合「新興科技」與「主動探究」二大主軸，挑戰教師須具備研發實驗和操作教具的能力，教具之
設計也需具備多樣操縱變因，且要讓學生在操作上擁有更高的自主性，才能符合科學探究的精神。此外還要兼顧實驗需求和製作成本低廉以利
推廣等原則，因此，本計劃教師在課程發展上優先以教具開發為起點。執行高瞻計畫第一期期間，除了獲得國科會科教處最高榮譽的「評審團
獎」及「特色獎」、「創新獎」、「課程評鑑獎」共4項大獎的肯定外，也成為全國高瞻計畫的「亮點學校」。

但最重要的是師生們多了不同的教學景緻，例如我們在全校一年級推動校定課程─專題導論，並配合該課程舉辦「尋找下一個達文西」
科學專題競賽，要求學生撰寫小論文等，教師也透過教案開發，讓學生藉由實際操作看見了生質能源的未來性；校際與國際交流的機會也共同
打開師生的眼界，感受到科學的世界因此不同。由於高瞻計畫第一期的成果給予我們很大的信心和成就感，於是苗栗農工更有勇氣繼續邁入高
瞻計畫第二期。

高瞻計畫第二期（2011-2014）三年期間，我們以（一）高瞻經驗移轉與課程推廣、（二）生質能源新課程開發與舊課程精緻
化  兩大主題為發展重點。此期計畫共有16位成員。與一期不同的是，除了延攬第一期具備有理工背景的教師成員之外，更加入了2位國文
老師以及1位輔導老師和1位英文教師，共同開發一門新的科學閱讀素養課程。



配合高瞻計畫第二期的徵求重點，本期計畫的內容包含建立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將本校的高瞻計畫執行經驗轉移給其他非參與第一
期高瞻計畫之學校，並在校內建置教學資源中心辦理各項校際學術交流活動。我們亦完成一套完整的科學閱讀素養課程和精緻化既有的生質能
源課程，供給有興趣的學校使用，達區域資源共享之目標。生質能新興科技課程方面，我們亦開發「藻類生質能」與「微生物燃料電池」兩項
新課程，同步協助合作學校開發該校可應用探究教學精神之新興科技課程，減少友校高瞻團隊執行計畫的摸索期與不安，達成共好之境界。計
畫第二期工作項目整理如表2。

表2苗栗農工高瞻計畫第二期兩項子計畫之主題及課程與任務

 
 

計畫主題
 

任務重點
 

說明
 

子計畫一
 

建立跨校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
 

˜建置生質能源教學資源中心
 

˜建置數位教材並從苗栗地區鄰近學校開始，
進行課程分享及移轉

 

ê經驗轉移合作學校有麗山高中、東勢高工、
中科實中
 

ê開發之6套生質能課程教具
 

ê校際推廣課程
 

子計畫二
 

開發生質能新興科技
課程
 

˜開發藻類生質能源教學模組
 

˜開發H型微生物燃料電池教學模組
 

˜發展生質能新興科技課程教學內容
 

˜成立教學實驗班進行課程研究以精修課程
 

˜開發2套生質能源課程之評量工具，並做
質性與量化之成效分析

 

ê新課程開發與舊課程精緻化
 

ê積極同步申請課程模組專利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苗栗農工高瞻團隊，一路上從教師的專業自我精進，團隊共同研發生質能源課程，利用新興科技議題啟發了學生多元思考與推理能力，
成果令人驚艷。會選定生質能源領域搭配探究教學做為本校高瞻計畫的主軸，也非一蹴可及，而是透過成員間的腦力激盪，再三考量學校的特
質、學生的先備知識和能力、以及師資人力與設備資源才底定。苗栗農工的高瞻團隊一共參與二期，7年的時間，雖然尚稱順利，但也並非一
鏡到底，人員在過程中的進出，行政工作上的挫折都在所難免，但最重要的是團隊如何創造出共同的信念以維繫彼此之間的熱度，才能一路走



來共創師生豐景。

本期專題將分別就「生質能新興科技課程的發展歷程」、「科學閱讀素養課程發展歷程」、「跨校社群經驗分享」與「高瞻經驗的反思」這四
大重點進行分享，呈現苗農團隊的經驗和省思成果，提供各位讀者參考或借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