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以經驗學習理論實踐教育創新，推動研究生探索綠色

產業科技與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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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精密工程研究所開設的創新課程「前瞻綠色產業科技與應用」，以

問題/專案導向學習(PBL)為核心，結合經驗學習理論，帶領研究生進行跨領域合

作與實地教學，本次課程與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合作，研究所學生與育幼

院的兒童進行「引領 AI 科技時代-大手牽小手共學營」四次，透過解決綠色產

業科技相關的真實問題，實踐教育創新與社會回饋。 
 
在這次課程中，學生將自身專業知識應用於實際教學，幫助兒童學習智慧程式

設計和機器人及機器手臂操作，研究所學生從中深刻體會到教育不僅是知識的

傳遞，更是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途徑。學生反饋指出為了讓兒童能夠理解程式

設計的核心概念，他們需要不斷調整教學方法，將複雜的技術內容拆解為簡單

易懂的知識，此一過程不僅加強了學生自身的技術能力也提升了他們的教學技

巧和溝通能力，許多研究生透過觀察到兒童逐漸掌握技能並展現學習熱情時體

會到了教學帶來的成就感和意義。 
 
除了專業技能的提升，研究生還從與兒童的互動中加深了對社會責任的理解，

他們意識到科技教育在縮小資源差距中的重要性，並體悟通過教育或技術支持

能使弱勢群體獲得更多的能力、資源和機會，進而提升他們在社會中的競爭

力，這次跨世代的學習經驗不僅讓學生更加珍惜教育資源，還激發了他們未來

參與公益活動的動力，一位研究生分享到：「這次的經驗讓我重新認識自己的專

業，並思考如何將技術轉化為對社會更大的貢獻。」 
 
然而，教學過程也並非沒有挑戰。有些學生提到，部分兒童因學習動機不足而

難以專注於課程，這迫使學生必須設計更多有趣的任務來吸引他們的興趣，此

外，第一次進入兒童之家進行教學讓部分學生感受到未知的壓力，但這種壓力

也轉化為進步的動力，讓他們逐漸適應並從中獲得正向經驗。 
 
此一課程的影響並不僅限於學生的成長，也在地方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兒

童之家參與的兒童接觸到了前沿科技知識，開拓了視野並在研究生的指導下學

會基礎程式設計技能，研究生與兒童之間的互動加深了不同世代間的交流與互

相啟發，進一步彰顯了教育在促進社會進步中的重要角色。 
 
本次課程的設計與實踐高度契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特別是 SDG 
11：永續城市與社區，課程透過大學與地方社區合作，推動教育公平並促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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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學習環境，體現了 SDG 11 提倡的地方發展與社會連結。此外，課程還呼應

了 SDG 4：優質教育，為弱勢群體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並強化了學生解決問

題的技能與自主學習能力。同時，這次經驗式教學在推動科技應用 SDG 9 與減

少資源差距 SDG 10 方面也具有重要意義，進一步顯示出綠色產業教育在實現永

續社會中的潛力。 
 
國立中興大學計劃在未來進一步擴展此類課程的影響力，與更多地方機構合

作，希望透過這些創新的教育模式展現高等教育在促進社會公平與地方發展中

的責任，並加強帶動地方成長的實踐力與利他精神，為永續發展與社會共融樹

立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