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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概況-科班人數

學
校
規
模

群別 科別(班級數)

農業群 農經科(3)、畜保科(3)、森林科(3)、園藝科(3)

機械群 機械科(6)、板金科(6)、生物產業機電科(3)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6)、電機空調科(6)

化工群 化工科(3)

家政群 家政科(3)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3)

服務群 餐旅服務科(4)

實用技能學程 茶葉技術科(1)、電腦繪圖科(1)、家電技術科(1)

共計55班，學生數約1,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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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前導計畫交流分享資料說明

一、計畫研習執行

（含研習學生訪談）

1. 研習課程PPT

2. 實作材料、設備與成品展示

3. 研習內容摘要（講師介紹/Outline/摘要/課程知識選擇）

4. 學生題綱及訪談摘要

5. 課程回饋與建議

二、課程規劃

（含架構、數位學習、

議題融入、SDGs）

1. 課程架構（預計規劃單元說明）

2. 器材或操作裝置現場展示

3. 參考資料或文獻

4. 議題融入規劃概念 (性別、國際、環境、安全)

5. 數位學習規劃概念

6. SDGs  PBL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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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our team!
01

跨域多元團隊成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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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新課綱生質能源課程

課程發展量能

108年獲技術型高中
推動新課綱

成果競賽第二名

105年獲國科會高瞻計畫學校特
色課程競賽全國第一名

跨領域課程

107年自造教育、科學閱讀

素養、製茶到藍染課獨創

4個「全國第一」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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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角色與任務

教務處林孟郁主任
實習處鄭安邦主任
教務處葉華淼組長
學務處廖婉如組長

化工科王淑璟老師
農經科鄭婷云老師
國文科莫素娟老師
輔導處鄭郁潔老師

生物科林唯潁組長
英文科陳穎儀老師

健康與護理科蔡玲珠老師
電機科劉俊函老師

跨域鏈結

課程開發行政支援

計畫主持人: 張世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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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及專長介紹
姓名 任務 學歷 任教科別 專長 備註

1 林孟郁 行政支援、課程發展與推廣
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

電機空調科
能源教育
課程發展

教務主任

2 鄭安邦 行政支援、校內專題製作 中興大學農機所碩士 生物產業機電科 自動控制、機電整合 實習主任

3 葉華淼 行政支援-外部
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士

電機科 電機領域專長 組長

4 廖婉如 行政支援-內部
高雄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所碩士
國文科 國文、華語文教學 組長

5 王淑璟 跨領域課程研發(化工科) 中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博士 化工科
化工專長領域

生物科技及免疫檢驗
專任教師

6 鄭婷云 跨領域課程研發(農經科) 台灣大學農藝學系碩士 農場經營科 作物生理 導師

7 林唯潁
資訊教育、安全教育
議題融入課程開發

台灣大學昆蟲學系碩士 生物科
基礎生物學
族群遺傳學

組長

8 陳穎儀
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議題融入課程開發

英國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
英語教學博士

英文科
英語教學
課程發展

專任教師

9 蔡玲珠 數位學習相關設計與評量
台灣師範大學

衛生教育系碩士班
健康與護理科

健康與護理教學
生命教育

專任教師

10 劉俊函 數位學習相關設計與評量
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電機科 電機領域專長 導師

11 莫素娟 課程設計、SDGs議題融入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教育管理與課程教學領導碩士
國文科 國文教學、閱讀教學 導師

12 鄭郁潔 課程評鑑與建議回饋
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
諮商與心理服務所碩士

生涯規劃科 諮商輔導、學習診斷 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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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our planning
02

研習辦理與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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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Imagery

108新課綱學生圖像 科學素養圖像

概念發想

校本整全式專題製作

SDGs ×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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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guidelines

Definition

113前導計畫課程慎思與規劃

Purpose

1. 研發產業特色跨群科課程

2. 數位學習與實務導向教學

3. 議題融入教學與評量

4. 跨群科專題實作

5. 課程評鑑- 需求評估與回饋

Teacher Empowerment

跨域課程開發系列研習

Course planning
藥用植物栽培技術及應用實習(農經科)

植萃技術與應用實務(化工科)

高三上學期多元選修3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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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活動或會議辦理

跨域教師社群會議

112年9月7日

112年10月16日

112年11月21日

112年12月11日

113年1月11日

113年3月20日

113年4月19日

113年5月7日

113年5月15日

113年9月16日

113年10月11日

課程開發諮詢輔導

112年9月13日

113年3月6日

教師增能實作研習

112年10月04日

112年10月11日

112年10月18日

112年10月25日

112年11月8日

112年11月29日

112年12月6日

112年12月20日

113年3月27日

113年5月6日

課程開發產業參訪

113年1月24日

113年6月12日

課程開發小組討論

113年4月1日

113年4月15日

跨域教師研習

113年5月13日

113年5月15日

113年5月20日

113年5月27日

113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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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Empowerment

112/10/04

112/10/11

112/10/18 112/11/08

112/10/25 112/11/29

苗改場作物改良科賴瑞聲科長
藥用植物介紹與栽培實作

議題式行動導向
科學教學之設計與實踐
台灣科大王嘉瑜教授

農林剩餘資材
於精油萃製及多元化利用

農業部林業試驗所何振隆組長
香草植物特性/蘆薈實作
冠潔手工皂廖盈貞業師

豐南大同中醫診所王芯瑜醫師
中藥材介紹與沖泡茶包實作

冠潔手工皂廖盈貞業師
植萃技術/左手香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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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Empowerment (I/VI)

研習主題 藥用植物介紹與栽培實作

講師介紹 苗改場作物改良科賴瑞聲科長

Outline

1. 中草藥用部、性味及功能
2. 藥材與食品管理分界
3. 枸杞栽培實作

摘要
臺灣常用中草藥及苗栗特色植物介紹，包括
丹蔘、紅棗、桑、餘甘子及杭菊等。研習中
以枸杞栽培為例，延伸栽種相關技術與知能。

課程知識
選擇

1. 藥用植物整合查詢技巧
2. 藥材與食品分界
3. 藥用植物栽培技術與發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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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Empowerment (II/VI)

研習主題 議題式行動導向科學教學之設計與實踐

講師介紹 台灣科大王嘉瑜教授

Outline

1. 問題解決教學
2. 問題解決設計
3. 問題解決範例實作

摘要
問題解決教學中包含辨別問題，嘗試討論提
出最適解決方案，藉由實作判別3種含乙醇
溶液濃度差異，以實務探討方式進行演示。

課程知識
選擇

1. 何謂問題解決教學
2. 學生運用創造性思維，分析問題
3. 發展思考能力的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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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Empowerment (III/VI)

研習主題 中藥材介紹與沖泡茶包實作

講師介紹 豐南大同中醫診所王芯瑜醫師

Outline

1. 中藥/草藥/生藥的差異
2. 中藥命名與常見草藥
3. 中草藥薰香及茶包實作

摘要
中藥(中藥使用)、草藥(青草的民間藥)及生
藥(用於製造西藥的成分)的區別與定義，並
針對常見中藥材進行介紹說明。

課程知識
選擇

1. 中藥辨識(中藥學理論為基礎)

2. 中藥命名與藥材來源
3. 中藥加工實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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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Empowerment (IV/VI)
研習主題 農林剩餘資材於精油萃製及多元化利用

講師介紹 農業部林業試驗所何振隆組長

Outline

1. 精油的成分與萃取技術
2. 精油中的化學成分分析
3. 精油微膠囊化實作
4. 林業循環價值與創新技術

摘要

植物精油萃取、成分功效、分析方法等進行
詳細且專業說明，以相關研究資料中科學數
據進行解釋探討；利用農林剩餘資材進行精
油萃製及多元應用開發。

課程知識
選擇

1. 精油萃取技術
2. 精油微膠囊化實作技術
3. 精油開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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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Empowerment (V/VI)
研習主題 植萃技術/左手香實作

講師介紹 冠潔手工皂廖盈貞業師

Outline

1. 基本植萃原理與方式
2. 左手香萃取技術實作
3. 植萃成分開發應用

摘要

介紹萃取原理定義與萃取方式，並以親水性
有機及無機溶劑萃取法進行左手香植物萃取
的實務操作，並進一步將萃取物進行配方設
計與產品開發。

課程知識
選擇

1. 萃取原理與技巧
2. 親水性有機/ˊ無機溶劑萃取實作
3. 左手香植萃配方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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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Empowerment (VI/VI)

研習主題 香草植物特性/蘆薈實作

講師介紹 冠潔手工皂廖盈貞業師

Outline

1. 基本植萃原理與方式
2. 蘆薈萃取技術實作
3. 蘆薈凝膠製作及應用

摘要
介紹蘆薈品種與特性差異，並以新鮮蘆薈進
行成分提取，並進一步將萃取物進行凝膠製
作、配方設計及多元應用。

課程知識
選擇

1. 蘆薈品種及提取技巧
2. 蘆薈中所含物質成分
3. 蘆薈凝膠製作及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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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planning

 單元一 藥用植物種類識別
 單元二 植物特性探討
 單元三 栽培繁殖技術
 單元四 法規／資料查詢
 單元五 藥用植物產品應用開發實作

 單元一 萃取技術與原理
 單元二 萃取方式規劃設計
 單元三 植萃產品開發
 單元四 植萃產品配方設計
 單元五 植萃產品應用實作

植萃技術與應用實務 藥用植物栽培技術及應用實習

化工科/校定選修/實習科目 農經科/校定選修/實習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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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用植物栽培技術及應用實習

藥用植物種類識別 栽培繁殖技術

植物特性探討 法規與資料查詢

單元一 單元二 單元三 單元四

 中藥／草藥／生藥
 藥食兩用

 育苗、扦插、肥料與病蟲害管理
 收穫方法

 作物與雜草之分別
 討論雜草的重要性與應用性

 苗栗地區特色藥用植物
 環境中常見的藥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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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planning

 單元一 藥用植物種類識別
 單元二 植物特性探討
 單元三 栽培繁殖技術
 單元四 法規／資料查詢
 單元五 藥用植物產品應用開發實作

 單元一 萃取技術與原理
 單元二 萃取方式規劃設計
 單元三 植萃產品開發
 單元四 植萃產品配方設計
 單元五 植萃產品應用實作

植萃技術與應用實務 藥用植物栽培技術及應用實習

化工科/校定選修/實習科目 農經科/校定選修/實習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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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萃技術與應用實務

萃取技術與原理 植萃產品開發

萃取方式規劃設計 植萃產品配方設計

單元一 單元二 單元三 單元四

 精油之萃取方法
 萃取設備與裝置

 精油與純露
 植物 萃取方式設計

 植物萃取的迷思
 萃取部位、方法、植物品種、

萃取溶劑與環境差異

 植萃成分的定性、定量
 分辨對肌膚有效成分
 配方比例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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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planning
03

數位學習、議題融入、SDGs  PBL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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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planning

化工科/植萃技術與應用實務

農經科/藥用植物栽培技術及應用實習

Curriculum 

planning 01
國際教育 性別平等

安全教育 環境教育

Issue-based 

Curriculum Integration02

SDGs  PBL問題解決

數位學習融入教學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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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based Curriculum Integration
性別平等國際教育

環境教育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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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SDGs  PBL問題解決 數位學習融入教學

https://sdgs.un.org/goals

https://sdgs.un.org/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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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用植物及植萃課程

SDG 12 負責任消費及生產
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SDG 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促進持續、包容和永續的經濟成長、充分

的生產就業和人人有體面的工作

SDG 5 性別平權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所有婦女和女孩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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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農植萃  PBL問題解決

課程教學法預計採用Problem 

Based Learning 問題導向學習。

強化「發現實際問題」、「擬
定方法」、行動決策」的過程。

「藥用植物」和「植萃」兩課程以在地植
物為出發點，在開發及製程上強調永續議
題，將解方實際應用在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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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ng on feedback

04
課程規劃的開發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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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歷程步驟

1st 學生需求評估
1.問卷設計及表單填寫
2.團體訪談、逐字稿整理
3.資料蒐集與統計
4.課程回饋與建議修正

學生需求評估

1st term

2nd term

課程目標界定

教學策略擬訂

3rd term 課程教學實施

4th term

5th term

課程評鑑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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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訪談實況

問卷連結(附錄)、表單截圖、訪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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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需求評估與回饋建議
特色實習課程評鑑

學生需求評估與回饋建議

目標 主軸概念

1. 對跨領域課程主題、內容、教學的經驗與感受 期望的關鍵學習條件

2. 與生活經驗的連結 有意義的生活應用情境

3. 是否引發學習的興趣及學習遷移的影響 重要的專業技術知能

4. 課程整體滿意程度 有效的課程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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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跨領域課程主題、內容、教學的經驗與感受

主軸概念：期望的關鍵學習條件

摘要

1. 結合兩科跨領域的應用，學習有趣、好奇的知識和實作，對於跨領域的學習有更大動力
及拓展視野。

2. 融合中草藥到日常生活中的東西，不是單純科裡的藥品這樣子。
3. 共通點-先萃取植物的味道跟香味、學會規劃實驗及進行研究。
4. 增進中草藥功效認識與分辨、加工後製以及產品開發(化妝品、保養品)。
5. 台科大教授的方法會更新穎一點，我們在做小論文的時候，思考如何創造一個主題或是

往下繼續分，老師會引導我們一個步驟，可以先去思考，從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你就可以
直接放進來，然後你繼續往下繼續延伸到他的例子，也許你可以舉一反三這樣子。

學生需求評估與回饋建議（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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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生活經驗的連結

主軸概念：有意義的生活應用情境

摘要

1. 在市面上很多瘦身藥，就感覺很不健康太化工。如消脂茶包以原材料、原型食物去弄的
話，就感覺很健康。

2. 因為我想做小論文，了解丹蔘後藥材有點貴，就找了其他的中草藥，然後發現它可以產
生很多美白的效果。

3. 小花曼澤蘭大家都知道吧?它可以做成活性碳，也可以做成香氛或者是蚊香，它可以達到
趨蚊的效果。或者說加入到農經科土壤裡面，降低土壤的酸度鹼度達到施肥的效果。那
可能就是我們兩個科裡面可以去做的結合。如果以後要往這科發展的話，我們化工科先
做出活性碳，再由農經科去做看可不可達到土壤降低其酸鹼度的效果。

4. 就是像從路邊看到的不起眼的植物，那可能經過我們的萃取啊、或是他們之後的其他工
法之後，就可以變成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保濕啊、化妝水、護膚那種產品，就覺得有
融會到很好這樣子。

學生需求評估與回饋建議（I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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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引發學習的興趣及學習遷移的影響

主軸概念：重要的專業技術知能

摘要

1. 我們會從水果裡面去萃取出它可以抗氧化的成分，然後加到我們的測試劑裡，如果是酒
精萃取的話，看它跟酒精融合過後它可能會下降趴數或是之類的。

2. 像我們做杭菊的抗氧化，想知道如何栽培出更好的杭菊，在進行它的萃取的時候我可以
盡量不要去破壞它抗氧化的成分。

3. 蘆薈裡面有很多礦物質可以萃取出來、它的表皮吃了會造成腹瀉。
4. 丹蔘用於心血管疾病的實驗研究。利用海藻酸鈉做成香氛。
5. 枸杞保健做成膠囊，好像沒有枸杞做成膠囊過，可能對身體方面吃了會更好，保健功能

更多。
6. 像防蚊也是摻雜了許多中草藥物一起啊，就知道為什麼那個防蚊包裡面的味道，讓蚊子

不敢靠近這樣。

學生需求評估與回饋建議（II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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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整體滿意程度

主軸概念：有效的課程發展建議

摘要

1. 未來於高三開設多元選修課程你會推薦同學選修嗎?  (1)會 (2)不會 (3)不知道 - 82.4% 會。 17.6不知道
2. 如要進行植萃技術應用，請寫出你喜愛的5種藥用或香草植物 : 艾草、紅棗、澳洲茶樹、枸杞、兔兒草、甜菊、

丹蔘、杭菊、桑葉、蘆薈、其它)。(1)蘆薈-13位。(2)枸杞-10位
3. 影響你積極參與並投入於課程最關鍵的因素為?

樂趣性(9)、收穫度(5)、應用性(4)、人際交流(4)、互助合作(4)。
4. 因為老師講的會比較深入一點，他可能問到說，像有化工廠爆炸的話，好像是由鎂跟鋁這樣結合在一起然後導

致爆炸。那老師可能會問我們說如果要去測量表面張力，這可能就是我們的強項，老師可能沒有注意到他們是
農科，可能不太知道。

5. 化工資訊還有化學式的反應之類的聽不懂，可以增加實作…就是那種可能就是不想聽繼續，因為就聽不懂嘛，
就不會去用到。

6. 時間太少。蘆薈我們只做一半…或者是前面講解時間，然後就是加熱的時間會加熱太久。可以就是分批一起進
行，或者先準備也可以，就不會那麼趕。

7. 在辨識藥材上，就是消脂茶包。很多藥材都長得很像….老師上得太難了有些會聽不懂。講中草藥的時候，直接
介紹直接去哪裡查什麼藥材。如果老師可以整理一些資訊，然後事先提供大家先讀。

8. 可以增加植物辨識的實際經驗，所以到校園可先觀察，感受，然後學習一些辧認的重點。
9. 總結建議 :針對兩科別同學(學習起點行為不同)在認知有困難和負擔的學科內容，教師可先能整理教材資料，進

行課前閱讀以提高準備度。

學生需求評估與回饋建議（IV/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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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ing the Appeal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苗栗農工跨域 植萃科技教師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