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110至111年度新北市數位學習推動計畫 

110年度數位學習創新教案設計 

服務學校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設計者 侯嘉裕 
領域/科目 資訊 實施年級 六 
單元名稱 蝴蝶食草的好幫手-自動澆灌系統 總節數 共      16      節，      640      分鐘 
行動載具 
作業系統 

□Android 系統  □Chrome 系統 ■iOS 系統 ■Windows 系統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科議 a-Ⅲ-2 展現動手實作的興趣

及正向的科技態度。 
科議 c-Ⅲ-3 展現合作問題解決的

能力。 
資議 t-Ⅲ-3 運用運算思維解決問

題。 
資議 c-Ⅲ-1運用資訊科技與他人

合作討論構想或創作作品。 

核心 
素養 

科-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能

力，並能透過科技工具的體

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

題。 

學習內容 

科議 P-Ⅲ-2 工具與材料的使用方

法。 
資議 P-Ⅲ-1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

應用。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資 E3 應用運算思維描述問題解決的方法。 
資 E5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資 A-III-1 程序性的問題解決方法簡介。 
資 A-III-2 簡單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自然、社會、藝術、數學 

教材來源 自編講義、台灣蝴蝶食草植物全圖鑑。 
教學設備/資源 個人電腦 、iPad 平板、教學廣播系統、Micro:bit V2、土壤濕度感測

器、沉水馬達、塑膠盆、透明矽膠水管、杜邦線、EZ Start Kit Q 擴展

板、連雲(物聯網模組)。 
使用軟體、數位

資源或 APP 內容 
LearnMode 學習吧、Microsoft MakeCode for micro:bit(線上版)或Micro:bit
離線版 

學習目標 
蝴蝶食草的好幫手-自動澆灌系統-PBL 課程概述。 
本教案呈現跨域課程模組四-AI 機器人與智慧生活：資訊課程其中一節(自動澆水)。 

https://makecode.microbit.org/


 
圖：當蝴蝶遇見智慧型澆灌機器人 PBL 課程示意圖 

 
課程模組一：蝴蝶王國的劇變 
蝴蝶王國的劇變：讓學生關心蝴蝶生態危機，上網搜尋相關資料，並彙整成簡報，各小組

分別報告原因。(自然：1節；資訊：1節) 
課程模組二：蝴蝶園特搜小組 
蝴蝶園特搜小組：讓學生瞭解蝴蝶是淡水珍貴的生態資源，並調查淡水國小蝴蝶出現地

點，透過平板電腦拍攝與紀錄。(自然：1節；資訊：1節) 
課程模組三：蝴蝶園管家 
與學生探究，如何永續經營淡水蝴蝶園？(自然：1節；資訊：1節) 
課程模組四：AI 機器人與智慧生活 
身為稱職的蝴蝶園小尖兵，有什麼方法可以更方便地讓蝴蝶園植物，不因為缺水而生長的

不好？有什麼方法可以很方便地讓大家知道各種蝴蝶園裡的蝴蝶？ 
(資訊：4節；藝術：2節；數學：2節) 
課程模組五：蝴蝶的守護者 
以永續經營淡水國小蝴蝶園為目標，讓學生及家長付之實際行動，共同守護珍貴的生態資

源，並將蝴蝶的知識透過解說員推廣出去。(社會：1節；資訊：1節)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軟體、數位

資源或 APP 內容 
【活動一】小小園藝家智慧植栽 
 
一、準備活動 

1. 請各組(2位一組)學生，討論有什麼方法可以更方便地讓

蝴蝶園植物，不因為缺水而生長的不好？ 
2. 教師利用 LearnMode 學習吧，請學生登入親師生平台使

用 LearnMode 學習吧，並選擇 LearnMode 學習吧課程，

觀看自動澆灌系統-Microbit 講義，並請學生閱讀與劃記

重點內容。 
3. 電腦教室每一排的前2位同學，負責發Micro:bit零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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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Mode 學習吧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教導學生認識土壤濕度感測器的功能。 
2. 教師介紹土壤濕度感測器的類比信號的數值為0~1023。 
3. 實作 Micro:bit 自動澆水程式。 
4. 請學生以【Google 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

「Makecode」，並點選『Micro:bit』，再按『新增專案』。 
5. 教師講解自動澆水程式應如何撰寫，程式積木包括基本

(當啟動時、重複無限次)、輸入(當按鈕 A 被按下)、邏輯

(判斷土壤濕度小於多少啟動自動澆水)、引腳(土壤濕度

腳位)、以及擴展 EZ Start Kit Q 程式積木(沉水馬達的伺

服馬達)。 
三、綜合活動 

1. 老師檢查學生程式。 
2. 預告下週將瞭解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的概念，熟

悉 ThingSpeak(物聯網網站)的操作。 
3. 學生整理零件盒，並歸還於置物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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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code 線上程

式 、Micro:bit 主

板、EZ Start Kit Q
擴充板、土壤濕

度感測器、沉水

馬 達 、 矽 膠 水

管、杜邦線 

教學成果  
 

說明:教師講解程式 說明:教師解講 EZ Start Kit Q 擴展板 

  

說明: 學生實作情形 說明:學生實作情形 



 

說明:學生繳交自動澆水程式 

 

說明:學生觀看教師自編講義情形 

教學心得與

省思 

教學調整的脈絡及修正建議：規劃學生2人一組，還是都要進行 Micro:bit 程

式製作，不能只有其中一位學生操作程式，而自動澆水實作可以2人互相幫

忙。 

成效分析：學生透過 PBL教學，產生啟蒙與學習遷移，未來再實作其他機電

整合的作品，會更容易上手，而且知道問題解決的方向。 



教學省思：可以再讓學生深入討論蝴蝶園的食草植物，進一步長期觀測植物

的土壤濕度。 

參考資料 洪裕榮（民 109）。台灣蝴蝶食草植物全圖鑑。臺北市：貓頭鷹。 

附錄 

教師自編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