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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案格式 

教案主題：■生活科技□資訊科技 □新興科技 

教案名稱：機構玩具筆筒             教學設計：賴旭婕 

 

(1) 教案概述 

領域/科目別 科技領域/生活科技 

教學對象 七年級 教學時數 共 9 節， 405 分鐘 

教學設備 

簡報工具:電腦、螢幕 

鋸切工具:手線鋸 

砂磨工具:圓盤砂磨機 

摘要 

本活動以機構的應用為主題，帶學生認識生活中的常見機構，並以凸輪為作

品的主要機構，讓學生設計製作出一個有物件會擺動、又有物品收納功能的

機構玩具筆筒。 

學習目標 

1.學生能認識凸輪機構。 

2.學生能畫出造型構想。 

3.學生能安全操作手線鋸進行木板的鋸切。 

4.學生能正確地將作品組裝黏合。 

5.學生能完成機構玩具筆筒作品。 

先備知識 
1.對於平面圖有基本概念。 

2.木質材料加工經驗。 

議題融入 

實質內涵 涯 J3 覺察自己的能力與興趣。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藉由課程中的實作活動，覺察自身對於動手做與解決製作過程中

遇到問題的能力與興趣，可作為未來生涯規劃時的經驗累積。 

與課程綱要的

對應 

核心素養 

科-J-A1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

潛能。 

科-J-B3了解美感應用於科技的特質，並進行科技創作與分享。 

學習表現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創新關

鍵。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不受性別的限 

制。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念的平面或立體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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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學習內容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與演進。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雙向細目表 

 

 

 設 k-IV-2 能

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

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a-IV-1 能主

動參與科技實作

活動及試探興

趣，不受性別的

限制。 

設 s-IV-1 能

繪製可正確傳

達設計理念的

平面或立體設

計圖。 

設 s-IV-2 能

運用基本工具

進行材料處理

與組裝。 

設 c-IV-2 能

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

的能力。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

與演進。 

學生能認識凸

輪機構。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

製。 

 學生能畫出造型

構想。 

學生能畫出造

型構想。 

 學生能畫出造

型構想。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1.學生能安全操

作手線鋸進行木

板的鋸切。 

 1.學生能安全

操作手線鋸進

行木板的鋸

切。 

2.學生能正確

地將作品組裝

黏合。 

3.學生能完成

機構玩具筆筒

作品。 

學生能完成機

構玩具筆筒作

品。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

品的機構與

結構應用。 

學生能認識凸

輪機構。 

學生能完成機構

玩具筆筒作品。 

  學生能完成機

構玩具筆筒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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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量方式 

單元 以學習表現作為評量標準 對應之學習內容類別 具體評量方式 

單元

一: 

認識

生活

中的

常見

機構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

品的基本原理、發展歷

程、與創新關鍵。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與

演進。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

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學習單 

單元

二: 

機構

玩具

筆筒

造型

設計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

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

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

傳達設計理念的平面或立

體設計圖。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

中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

製。 

設計單 

單元

三: 

零件

製作

與作

品組

裝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

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

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

具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

與使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

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作品製作過程與作品成品 

(3) 課程設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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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活動 

活動一/單元一 

活動簡述 認識生活中的常見機構 時間 共 1 節，  45  分鐘 

學習表現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理、發展

歷程、與創新關鍵。 學習

目標 

學生能認識凸輪機構。 

學習內容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與演進。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教學活動 

(名稱) 

活動內容 

(含時間分配) 
評量方式 

備註 
(請附上教學示例圖) 

認識機械 1.介紹什麼是機械? 

2.介紹機械的組成。 

(10分鐘) 

學習單  

認識機構 1.介紹機構的特性。 

2.介紹常見機構種類 

  2-1-1.齒輪機構 

  2-1-2.齒輪的生活應用 

  2-2-1.凸輪機構 

  2-2-2.凸輪的生活應用 

  2-3-1.連桿機構 

  2-3-2.連桿的生活應用 

(35分鐘) 

學習單  

機構玩
具筆筒

認識機構

手工具操
作學習

設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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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單元二 

活動簡述 機構玩具筆筒造型設計 時間 共 1 節，  45  分鐘 

學習表現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

趣，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念的平面

或立體設計圖。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能

力。 

學習

目標 

學生能畫出造型構想。 

學習內容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教學活動 

(名稱) 

活動內容 

(含時間分配) 
評量方式 

備註 
(請附上教學示例圖) 

引起動機 1.展示作品成品。 

2.說明作品構造。 

(10分鐘) 

口頭評量  

造型發想與繪製 1.說明造型設計時，須考量的注意事項:

造型大小須考慮到筆筒空間，以及擺動

物件的位置需在造型左右側。 

2.造型設計與繪製。 

(35分鐘) 

造型設計

單 

 

活動三/單元三 

活動簡述 零件製作與作品組裝 時間 共 7 節，  315  分鐘 

學習表現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

趣，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組

裝。 
學習

目標 

1.學生能安全操作手線

鋸進行木板的鋸切。 

2.學生能正確地將作品

組裝黏合。 

3.學生能完成機構玩具

筆筒作品。 學習內容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教學活動 

(名稱) 

活動內容 

(含時間分配) 
評量方式 

備註 
(請附上教學示例圖) 

手線鋸教學及造

型放樣 

 

1.手線鋸的操作與使用說明。 

2.線鋸條拆裝練習。 

3.筆筒板材直線鋸切。 

4.將設計的造型繪製到木板上。 

(1節課)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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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零件鋸切 

 

1.作品造型板、擺動件鋸切。 

2.筆筒板橫斷。 

3.零件鋸切邊砂紙修磨。 

(2節課) 

實作 

 

鑽床介紹及零件

鑽孔 

1.鑽床的操作與使用說明。 

2.作品造型板、擺動件鑽孔。 

(1節課) 

實作 

 

凸輪機構製作 

 

1.圓輪及凸輪鑽孔。 

2.凸輪裝置製作:竹籤裁剪、圓輪凸輪與

竹籤組裝。 

(1節課) 

實作 

 

作品組裝 

 

將造型板、筆筒板、擺動件、凸輪裝置

等零件進行黏合組裝。 

(1節課) 

實作 

 

作品調整與評分 

 

1.作品機能測試與修正。 

2.作品評分。 

(1節課) 

成品 

 

(5) 教學回饋、參考資料 

教學回饋與參考資料 

教學成果與回饋 

1.學生畫完的造型草圖，若無法再次於木板材料畫出來的話，可讓學

生將造型草圖剪下貼在材料上進行切割。 

2.學生在手線鋸鋸切造型時，需注意學生線鋸條與材料垂直。 

3.考量到學生剛開始學習使用手工具，圓輪與偏心輪的部分可由教師

雷切好後發給學生做後續鑽孔動作，不一定要學生自己鋸切圓輪與偏

心輪。 

4.若學生的筆筒板材切割得不太平整，影響最後組裝時的穩固性，可

用熱融膠來補救作品穩固性。 



107年10月9日定稿版 

7 

 

參考資料 

(若有 

請列出) 

請詳列教案中運用的所有參考資料來源 

康軒 生活科技 1下 2-1 

 

 

 

 

 

 

 

 

 

(6) 附錄 

學習單:造型設計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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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機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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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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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