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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近年來教育思潮的演進，強調「動手做」的創客（Maker）課程已經成為教育的新顯學，其精神

在於鼓勵大家透過動手實作，實踐心中的發想。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編列一百二十億

臺幣的預算、培育教師，在基礎教育系統中，大力推動，使得過去曾經被遺忘的手作再度風行。同

時融入了新的科技技術與觀念，讓「STEAM」知識與手作勞動緊密結合，將科學(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藝術(Art)及數學(Mathematics)的理論引入；因此，這種由

「想」到「做」的過程，發展於學生的學習，提倡創造、鼓勵分享，培養跨學科解決問題能力、團

隊協作能力和創新能力，形成一種素質教育，也成為未來競爭力的關鍵。 

 

 筆者一直認為，在台灣，現階段的學生從小均生活在物質豐盈、資源豐富不虞匱乏的環境，同時

因為少子化，父母呵護有加，對於解決生活上發生問題的能力更顯欠缺。如果回溯創客的起源，可

以發現自 60年代西方興起的 DIY（Do It Yourself，自己動手做），由解決生活所面臨的問題--從

最初自己修理房屋，到自己修理家電、自己組裝電腦，再到現在可以 DIY任何東西，比如 DIY髮

型、美食、面膜甚至 DIY自行車…等，能夠自行發現問題、研究處理生活中發生的大小問題與需

求，學習如何使用工具、利用資訊、科學知識處理或製作，就是生活中創客精神的實踐。當然，DIY

現在轉變為具有個人創意，創造新穎獨特物品的層次，除了個體的自行設計和製造外，更多的是進

行集體的、跨界的合作創造（Do It Together），這也正是創客的精髓。因此，在中小學發展創客教

育，教給學生的除了機具操作、設計創新、以及 STEAM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期待透過實作體驗的

學習，強化自我生活效能、以及建立團體歸屬感等教育意義。 

 

 我在擔任教務主任期間，著手進行本校創客教育發展的計畫擬定及經費申請，並幸運核准通過，

開始為學校生活科技教室進行空間改造及添購課程所需相關設備，營造創客學習環境，終於 106年

暑假將老舊的教室改頭換面。然而要落實推動創客教育，馬上面臨的是一、需要有銜接性的課程設

計與規劃，二、需要有師資培訓及教學模式發展，三、需要有安全教育與安全規範，四、家長與師

生需要對創客教育抱持正確態度…等挑戰，因此，在課程設計與規劃上，我們透過生活科技課程、

校本彈性課程、以及融入各科實作、或是辦理社團、營隊、展覽等不同管道來推動課程；同時，對

教師辦理多場研習與共備，進行師資培訓與發展課程，終於引起教師們高昂的學習動機，討論出運

用周邊資源以生活文創作為發展的主軸精神；另外，國中階段有其升學的壓力，孩子們有許多行為

發展問題，轉任輔導主任後，將創客課程融入輔導運用，吸引中輟或具有拒學傾向學生返校上課，

並運用在特教學習發展上，效果頗佳，也可說是本校的特色作法，眼見創客教育已在無形中發芽茁

壯，甚是欣慰。 

 

 在中小學階段開展創客教育可讓學生踏出教室，體驗各式創客學習過程，增加對此文化的認識與

了解職場現況，因此可以協助學生做職業性向的試探，但更重要的是學生能面對問題以及思考解題

的態度養成。但不可諱言的，當前國內教育生態太重視考科，太偏向片段知識的記憶，家長及學生

也太過以考試成績論成敗，這都是發展創客時，觀念上需要調整的問題。所以，創客教育能否有所

成果，需要教育單位能夠在政策上有所突破、需要老師們堅持與耕耘，更需要家長與社會大眾的認

同，期待我們的社會能因教育的改變而有所成長進步，也能讓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獲得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