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STEAM學校】 
第三屆 K-12 STEAM優良教案徵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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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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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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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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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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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創新研討會進行公開發表，並頒予獎狀乙紙。 

 

參加辦法 

 
1. 參選作品限未經發表、出版者，未投稿過本單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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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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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研討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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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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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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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內容 

姓名  

所屬單位 

(學校、幼兒園…) 
 

職稱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電子郵件  

備註 

 
 

 
 
 



 

 

【清華STEAM學校】 
第三屆 K-12 STEAM優良教案徵選表格 

(幼教組) 

項目 類別 

所屬縣市  

幼兒園名稱  

課程設計者  

課程實施年齡  

課程實例名稱  

類別 □統整性主題課程 □學習區活動 □例行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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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M 教育課

程設計重點簡

要說明，以及

與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大綱

連結的情形 

 

設計理念 
與內涵 

以下資料依據上述「類別」擇一說明：  

n  統整性主題課程請另檢附主題網(參閱附件 1-1)。 

n  學習區活動請另檢附學習環境的規劃與準備(附件 1-2)。 

n  例行性活動請另於本表內說明在那些例行性活動中進行

STEAM 教育，及進行的方式(附件 1-3)。 
 



 

 

(一.) 評審重點：課程實例之發展歷程。 
(二.) 評審項目：檢視課程設計與實施流程能否凸顯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及

STEAM 教育之精神與理念，項目如下： 
1 .  選材與組織  

(1.) 主題選擇與 STEAM 教育內涵分析 
(2.) 教學素材及資源的運用 
(3.) 活動與學習指標的關聯性 
(4.) 學習經驗的選擇與連貫性 

2. 教學與幼兒學習 
(1.) 教學策略的合宜性 
(2.) 體驗、分享、統整與再實踐 

 
評審內容說明 
(一.) 選材 

(1.) 主題選擇與 STEAM 教育內涵分析：所選的主題是否由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大綱的內涵及精神出發，且課程目標能回應 STEAM 教育的五個面
向。 

(2.) 教學素材及資源的運用：主題課程的選材（人事物）是幼兒可以直接參
與及體驗，且是從幼兒的生活經驗出發，及善用社區專業人力和資源。 

(二.) 組織 
(1.) 活動與學習指標的關聯性：所設計與實施的活動能扣緊所選的學習指標

內涵，且能從不同面向選擇 STEAM 教育內涵的學習議題；其次，設計
多個活動來反應與鋪陳一個學習指標，且幼兒從活動中所累積的經驗可
反映出課程大綱的六大素養。 

(2.) 學習經驗的選擇與連貫性：所設計的活動來自對幼兒舊經驗（先備知識
或能力）的了解與分析，並能關照全班幼兒的共同經驗，再逐步加入新
經驗，故前後活動間的經驗具連貫性。 

(三.) 教學： 
教學策略的合宜性：教學者能引導幼兒合宜表達與聆聽他人的想法，探究
人事物的關係；且會創作相關產物，提供幼兒彼此觀察、回應的機會，進
而引發幼兒持續進行創作及解決問題。 

(四.) 幼兒的學習體驗、分享、統整與再實踐：教學者引導幼兒了解進行STEAM
教育的目的，幼兒有機會參與體驗STEAM教育活動的準備，並有足夠的時
間探索、操作或完成手邊的作品；且有表達對環境中人事物進一步探究的
興趣以及對環境關懷的機會，及有以團體或小組的方式來回應、述說、分
享及整理體驗STEAM教育的感受；並運用在日常生活情境。 

 
  



 

 

STEAM教育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實例格式 
【附件 1-1】 

                   統整性主題課程請參照本格式撰寫 

一、 主題名稱： 
 
 
 
二、主題目標 
 
 
 
三、主題網 
 
 
 
 
  



 

 

課程前學習區的準備 
需呈現活動與學習指標及 STEAM 教育的關聯性。若需要可以橫式版面呈現。 

學習區 素材與工具 可能的學習方向 STEAM教育面向 引導重點 

語文區     

美勞區     

烹飪區     

音樂區     

積木區     

益智區     

  OO區     

  OO區     

  OO區     

 家長與     



 

 

社區資源 

 書籍與  

網路資源 

    



 

 

二、 課程實施過程 
請以3~5個連貫性活動呈現活課程發展的歷程。若需要可以橫式版面呈現。 

活動設計 

主題網-主要概念 
 

活動時間 適用年齡 

活動名稱 活動一○○○ 

活動重點 (註:請說明設計此活動的緣起或與上一活動的連結關係) 

與STEAM教育的

融入情形 

 

課程目標  

學習指標 (註:請說明在此活動中連結使用的學習指標) 

教學資源 (註:請說明在此活動中使用/需要的教學資源) 

活動流程與步驟 學習指標 STEAM 教育面向 引導重點 
1. 引發探究活動或起始活動（連結幼兒舊經驗

並可引發出新經驗的各類活動，幼兒主動提
出尤佳） 

 
 
 
 
 
 
 
 
2. 發展活動（此階段的活動要能連結學習指標

的能力與學習面向，且因一個班有三十人，
活動方式如何能讓幼兒選擇、參與及體驗是
規劃與實施時，必須考量的重點） 

 
 
 
 
 
 
 
3. 綜合活動（可根據對發展活動的觀察，引導

幼兒透過分享整理發展活動的心得，具有鞏
固發展活動所經歷的經驗或能力之目的。且
從這裡連結出下次活動的開始，這些活動 
可以是連結到家庭或真實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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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2】 
一、 課程前學習區的準備 
請填寫進行此主題時，學習區之整體規劃，若需要可以橫式版面呈現。 

學習區 素材與工具 可能的學習方向 STEAM教育面向 引導重點 

語文區     

美勞區     

烹飪區     

音樂區     

積木區     

益智區     

  OO區     

  OO區     

  OO區     

 家長與      



 

 

社區資源 

 書籍與  

網路資源 

    

 
二、  



 

 

二、 學習區活動歷程 
需呈現幼兒能力提升的歷程，及活動與學習指標及STEAM教育的關聯性。若需要可以橫式版
面呈現。 

 

幼兒年齡層： 活動時間： 

活動 1 時間： 

活動 2 時間： 

活動重點： 

與STEAM教育的融入情形： 
 學習區： 

教學資源： 

活動歷程 學習指標 STEAM教育面向 引導重點 

活動 1    

活動2    



 

 

三、 教學省思 
請針對 1.主題選擇與STEAM教育內涵分析 2.教學素材及資源的運用 3.活動與學習指標的關聯性 

4.學習經驗的選擇與連貫性 5.教學策略的合宜性 6.體驗、分享、統整與再實踐，進行省思。若需

要可以橫式版面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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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年齡層： 活動時間： 週 

活動重點： 
教學資源： 

例行性活動 活動歷程 學習指標 STEAM教育面向 引導重點 

第一週 
    

第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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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