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科技部 107年度大眾科學教育 

船舶科學移動學院-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 

科普活動計畫 

摘要 

學校教學課程中，經常出現計算推導船舶、航海及海洋科學領域之物理、機械、電

機、電子等科學理論，如船舶重心力矩、船舶浮心與浮力、船舶動力與靜力、槓桿理論、

摩擦力、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儀控伺服器原理、航向控制及遠端聯網遙控等。但若不思

考如何連接該理論與實務應用之體驗學習，只單方向要求學生去認識原理及了解理論，

而無法提供適當認知與應用多面向之學習途徑，導致學生只能以僵化的背誦，盲目拼湊

科學理論，對啟蒙發展中的學生而言，是何等殘酷與無助的事實。 

本計畫「科普活動:船舶科學移動學院-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科普團隊，擬將

接軌學校課程內容所欠缺之科學應用面向，科普活動所需之教材、教助、設施等軟硬體，

完整的移動到教學資源較為缺乏或偏鄉學校，以定期定點方式進行科普活動。內容以一

般常見的海港船舶元素中，精選出屬於自然科學、數學、科技領域內容，透過科際整合

由淺入深納入科普體驗活動中，設計動手製作的簡易教材。包括船舶設計製造基本原理、

航海概述及船舶儀控原理，並開發符合現代 AI物聯網理念之航海儀控晶片及手機聯網程

式，編寫 DIY獨木舟教學模組，學生認知船舶設計、航行動力推進原理及晶片程式參數

之後，親手編寫程式傳輸至晶片及手機，設計最佳之網路無線遠端操控獨木舟，與隊友

進行實際水域障礙競速 PK賽。 

有鑑於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 Mitchel Resnick提出編程（coding）有助人們整

理思考方法，認為學生學會編程後，同樣可以將編程知識應用在問題解決。美國總統歐

巴馬也曾推介"Hour of Code"呼籲學生學編寫程式。英國在 2014年訂為「編程之年」（Year 

of Code）， 將編程列為當地中小學必修課程，亦即英國 5歲孩童已開始學寫程式了。

同年新加坡也推行「編程樂」計畫，從小學 4、5年級接觸程式編程教學。依據 European 

School net 的報告，將編程列入課程的以色列以及 17個歐洲國家或地方當中，就有 15

個和 14個國家或地區，是以編程為加強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及解難能力為目的，可見「編

程」已成為各國發展大眾科學教育的重點之一。所以，本計畫相望參與活動的學生，除

了可親手組裝彩繪屬於自己的獨木舟及安裝船舶推進動力元件外，並加入物聯網儀控模

組，了解物理原理在獨木舟划槳推進理論之應用並能與船舶結構相互聯結。由船舶儀控

物聯網模組，能學習晶片與手機程式設計燒錄之科學概念，也就是本科普活動能帶動學

生從基礎物理機械動作認知，躍進提升至遠端機電網路控制領域之科學素養，經由本計

畫研發創新之「航海儀控晶片及手機聯網程式編寫 DIY獨木舟」教學模組，兼具符合科

普活動實施時，難易適切性與活動進行可用性，能讓參與的學生或體驗最新主流科技內

涵，提升對物理現象之理解推論與數學應用能力。將生硬的物理科學原理，藉由競賽遊

戲輕鬆活潑化，深奧科學普遍化，讓帄時昂貴不易取得的科學素養教材，直接進入資源

缺乏或偏鄉學校，使學生提高學習熱情並啟發對科學的興趣，讓科學不再枯燥，學習不

再無味，學生更能輕鬆連結學校正規教育，未來必定充滿創新性與發展性。 

關鍵詞: 船舶科學、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教學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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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科教國合司科普活動計畫總表 
計畫名稱：「船舶科學移動學院-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 主持人姓名：黃和順 

執行機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執行期限：107 年 7 月 1 日~ 

108年 6 月 31日 

科技領域（活動內容主要涉及的科技領域，例如：數學、物理、化學、生態、資訊、生物技術、能源…）： 

船舶科技、物理、材料、晶片編程、手機聯網、藝術文化 

活動規模： 針對特定學校或機構之成員   開放給全國性（某類）民眾（例如：全國之國

中生） 開放給區域性（縣、市）（某類）民眾（例如：桃、竹、苗之國中生）  國際性活動 

申請科普計畫歷史： 

 申請人初次辦理  已辦理 1年，初次申請科技部補助  曾申請其他部會補助__次  

 已辦理 1年，申請科技部補助 1次  延續型活動已辦理＿年，本次申請變更計畫主持人 

是否將研發科普評量工具、帄台（可自行加註預計產出件數）： 

 科普教具、教材  科普實驗包/盒 科普實驗模組  科普網站  科普 APP  

 科普評量工具  至「科普角」發表科普活動創作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計畫主題（1~5 僅單選）： 

 1. 基礎科學知識與探究活動之推廣(動手做實驗素材研發人才培育創新活動設

計以新聞為題材專為女性規劃活動縮短學習落差與企業、科教社群合作) 

 2. 科研成果及產業科技科普化(尖端/新興發展科技領域本土科研計畫重要產業科

技本土科學家典範) 

 3. 全民科學週(獲縣市政府補助款達 15%曾試辦並獲媒體報導獲業界贊補助東部

地區或偏鄉、弱勢學童參與活動) 

 4. 系列科普講座(東部地區全國巡迴多講員短講) 

 5. 科普展演及整合行銷，配合款達 40% 

活動對象： 

 學齡前兒童 

 國小學生 

 國中學生 

 

 高中（職）學生 

 大專以上學生 

 社會人士 

 

 特殊族群（原住民偏鄉地區新住民

銀髮族弱勢團體教師女性家長

其他，請說明    偏鄉    

活動辦理方式（可複選）： 

 研習會或研習營 

 工作坊 

 大型競賽（註：參賽者跨 2縣市以上） 

 展覽 

 與企業、科教社群合作，配合款達 40% 

 

動手做活動 

科普書籍出版或導讀 

科普網站導覽 

可供「科技大觀園」網站使用之數位化內容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活動辦理地區（請填縣市名，例：台中市豐原區）： 

       屏東縣     __室內戶外 

活動辦理時間（請填年月，例如：107/10）： 

           107/06~108/5 

活動辦理次數：20場次 預計每次參加人數以及總計活動參加人數： 

每場次 50人  共 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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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科學移動學院-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科普計劃團隊 
 

職   稱 姓   名 所 屬 機 構 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黃和順 博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暨

研究所 副教授 

計畫規劃，活動進度掌控 

計畫共同主持人 繫希哲 博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技職教育研究所 教 

授兼人文暨社會科學 

院 院長 

協助科普展演及教育活動之

進行與宣導 

計畫共同主持人 詹為淵 博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暨

研究所 副教授 

協助科普教材研發、活動進 

行推展、科普課程規畫、學 

習成效問卷發展及分析 

計劃執行秘書 許志銘 副總經理 
北玄模型科技有限公 

司暨海洋盒子 

節目部、教育推廣組、發文 

計劃執行秘書 陳揚眉專案經理 
北玄模型科技有限公 

司暨海洋盒子 

總務協商、文宣廣告活動與

動員 

動  員  組 待聘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 

系暨研究所 碩士班 

活動籌備與執行 

動  員  組 待聘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活動籌備與執行 

文宣廣告組 陳揚眉專案經理 
北玄模型科技有限公 

司暨海洋盒子 

計畫相關美術設計、文宣完

稿、網頁製作 

總 務 組 張桐旗老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暨

研究所 技士 

出納會計 

網路管理組 陳揚眉專案經理 
北玄模型科技有限公 

司暨海洋盒子 

電腦網路管理、資料彙整 

學習網路帄台資

訊管控組 
詹為淵 博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暨

研究所 副教授 

學習網路帄台管理、問卷發

展及資料統整 

學習網路帄台資

訊擷取及成效分

析組 

詹為淵 博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暨

研究所 副教授 

學習網路帄台管理、問卷發

展及問卷分析 

科學技術服務志

工(臨時工) 
待聘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培訓人員，協助搬運及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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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由與目標： 

 

 
圖 1-1-1船舶科學相關意象 

 

台灣早期因沿岸管制等因素，多數國人對於船舶、航海、海洋等科學之相關知相當欠缺，

學校也明顯缺乏船舶及海洋科學之教學內涵。而學校教學課程，卻經常只是計算推論船舶、

航海及海洋科學領域之物理、機械、電機、電子……等科學理論，如船舶重心力矩、船舶浮

心與浮力、船舶動力與靜力、槓桿理論、摩擦力、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儀控伺服器原理、航

向控制及遠端聯網遙控技術…等。 

這些理論與科學是經常被運用在船舶及相關動力機械的科技，若不思考如何連接該理論

與實務應用之體驗學習，只單方向要求學生去認識原理及了解理論，而無法提供適當認知與

應用多面向之學習途徑，導致學生只能以僵化的背誦，盲目拼湊科學理論，對啟蒙發展中的

學生而言，是何等殘酷與無助的事實。 

因此，本計畫「科普活動:船舶科學移動學院-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科普團隊，擬

將所有科普活動所需之教材、教助、設施等軟硬體，完整的移動到教學資源較為缺乏或偏鄉

學校，以定期定點方式進行科普活動。內容以一般常見的海港船舶元素，精選出屬於自然科

學、數學、科技領域內容，透過科際整合由淺入深納入科普體驗活動中，設計動手製作的簡

易教材。包括船舶設計製造基本原理、航海概述及船舶儀控原理，並開發符合現代 AI物聯網

理念之航海儀控晶片及手機聯網程式，編寫 DIY獨木舟教學模組，學生認知船舶設計、航行

動力推進原理及晶片程式參數之後，親手編寫程式傳輸至晶片及手機，設計最佳之網路無線

遠端操控獨木舟，與隊友進行實際水域障礙競速 PK賽。 

有鑑於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 Mitchel Resnick 提出編程（coding）有助人們整理思

考方法，以及用新的方式表達意見，學生不應只學習如何編碼（learning to code），還要

學會如何用編程去學習（coding to learn），且認為學生學會編程後，同樣可以將編程知識

應用在問題解決。於 2012年時，美國總統歐巴馬就曾推介"Hour of Code"呼籲學生學編寫程

式。英國也在 2014年訂為「編程之年」（Year of Code）， 將編程列為當地中小學必修課

程，亦即英國 5歲孩童已開始學寫程式了。同年的 2014新加坡資訊局也推行「編程樂」計劃，

從小從小學 4、5年級接觸程式編程教學。依據 European Schoolnet的報告，將編程列入課

程的以色列以及 17個歐洲國家或地方當中，就有 15個和 14個國家或地區，是以編程為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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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及解難能力為目的，有 11個是希望提升學生的編碼技巧，8個是希望提

高他們未來獲聘的機會。由此可見，學會編程的重點不止促進經濟和就業，亦成為各國發展

大眾科學教育的重點之一。 

所以，本計畫參與活動的學生，除了可親手組裝彩繪屬於自己的獨木舟及安裝船舶推進

動力元件外，並加入物聯網儀控模組，了解物理原理在獨木舟划槳推進理論之應用並能與船

舶結構相互聯結。由船舶儀控物聯網模組，能學習晶片與手機程式設計燒錄之科學概念，也

就是本科普活動能帶動學生從基礎物理機械動作認知，躍進提升至遠端機電網路控制領域之

科學素養，本計畫獨創研發之「航海儀控晶片及手機聯網程式編寫 DIY 獨木舟」教學模組素

材內容，兼具研發原創性、符合科普難易適切性與活動進行可用性，能讓參與的學生或體驗

最新主流科技內涵，提升對物理現象之理解推論與數學應用能力。將生硬的物理科學原理，

藉由競賽遊戲輕鬆活潑化，深奧科學普遍化，讓帄時昂貴不易取得的科學素養教材，直接進

入資源缺乏或偏鄉學校，使學生提高學習熱情並啟發對科學的興趣，讓科學不再枯燥，學習

不再無味，學生更能輕鬆連結學校正規教育，未來必定充滿創新性與發展性。 

 

二、相關文獻： 

策畫參與辦理之活動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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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13~8.17 高雄市海博會 

 

 

 

 

 

 

 

 

 

 

 

 

 

   
圖 2-1-1科普知識教育靜態展示活動 

 

    

圖 2-1-2科普知識教育展演活動-遠洋漁船及軍艦 

 

    
圖 2-1-3科普知識教育展演活動-遠洋漁船及軍艦遙控航行 

 



 7 

   
圖 2-1-4科普知識教育展演活動-軍艦及潛艇遙控航行 

 

 

   
圖 2-1-5科普知識教育-高雄市旗津渡輪設計製造及船舶科技設計競賽 

 

   

 

 

  

 

 

 

 

 

 

 

 

 

   

 

 

 

 

 

 

 

圖 2-1-6 101年大船!福爾摩沙!科普知識展出-高雄市科學工藝博物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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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102年大船!福爾摩沙!科普知識巡迴展-高雄、屏東、台東、花蓮展出 

 

 

 

 

 

 

 

 

 

 

 

 

 

 

  

                                                    

 

 

 

 

 

 

 

 

 

 

 

 

 

 

圖 2-1-8 104年大船!福爾摩沙!綠色船奇 in澎湖生活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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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104-105年槓桿划槳物理小學堂於高雄偏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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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設計： 

（一） 計畫活動對象：船舶科學移動學院-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科普活動，主要服務

對象為缺乏實驗硬體及有興趣推廣船舶相關知識之偏遠學校為主，國小五～六年

級、國中一～三年級學生為主要開放對象，偏鄉弱勢學童或外配家庭可優先申請報

名活動，一般學童、高中職學生、安親班及各其他教育機構為次要開放對象。一般

民眾亦可藉由團體報名方式全面納入開放，廣納宣導教育層面。 

（二） 活動辦理方式： 

(1)以＂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DIY製作課堂學習方式，辦理多梯次課程，期辦理期

間每周 2場次於各級學校教室定點辦理，合計 20場次，每場次預定 50人次參與課程，

每場次提供 20~25艘遠端遙控獨木舟 DIY套件給予參與學員分組製作，並於活動後留

給協辦學校作為啟發教材使用。 

(2)首先於製作前學習＂船舶航運、浮力、槓桿原理、摩擦力、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原理、

船舶配重壓艙、槳臂力學(伺服器原理)及航向控制遠端遙控技術＂…等相關物理科學

知識主題課程，並由學員分組動手組裝＂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最後於各組完

成之獨木舟辦理競速比賽，並檢測學員的製作及設計是否完整。 

(3)設計動手ＤＩＹ實驗及活動後競賽學習報告等方式，確實認知划船動作、遙控航向操

作及競賽當中產生的各種科學原理。 

(4)研發設計相關 DIY 課程能讓學員民眾經由親手實驗或操作進而啟發對於物理的興

趣，亦藉由課程當中彩繪船身及組裝動作，同時啟發培養手感與藝術涵養與相關電子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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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辦理日期：(暫定，確實展期視活動辦理現況做為調整) 

107年 9月 3日~108年 4月 30日，每週 2場次於各級學校辦理，合計 20 場次。 

週次 梯次 日期 時間 週次 梯次 日期 時間 

第
一
週 

1 9/03(一) 9:00~4:30 第
六
週 

11 3/04(一) 9:00~4:30 

2 9/07(五) 9:00~4:30 12 3/8(五) 9:00~4:30 

第
二
週 

3 9/10(一)  9:00~4:30 第
七
週 

13 3/11(一) 9:00~4:30 

4 9/14(五) 9:00~4:30 14 3/15(五) 9:00~4:30 

第
三
週 

5 9/17(一)  9:00~4:30 第
八
週 

15 3/18(一) 9:00~4:30 

6 9/21(五) 9:00~4:30 16 3/22(五) 9:00~4:30 

第
四
週 

7 9/25(二)  9:00~4:30 
第
九
週 

17 3/25(一) 9:00~4:30 

8 9/28(五) 9:00~4:30 18 3/29(五) 9:00~4:30 

第
五
週 

9 10/01(一) 9:00~4:30 第
十
週 

19 4/01(一) 9:00~4:30 

10 10/05(五) 9:00~4:30 20 4/05(五) 9:00~4:30 

 

（四） 活動辦理地點： 

本 107 年度「船舶科學移動學院-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計劃選定屏東縣市學校

公共場域為主要辦理地區，將科學課程整套帶往各校開，以落實科普精神。活動內容

包括室內教學及展覽場地、相關文教單位場地、水池，為顧慮活動統一整合流程順利

及學生集合交通輸送的便利性，地點遴選以當地藝文展演館、學校活動館、學校帄日

閒置空間…等適當的活動場區為首選，共同活絡在地文史空間，增加參與人數，收互

助互惠之效益。 

 

(五)主題訴求： 

主題一、「船舶知識」：各種船舶演進、功能、動力發展，改進的現代船舶介紹、船

舶發展與概念。 

主題二、「物理原理與船舶」：在船舶科技領域經常運用的物理原理介紹，及其使用

的範圍與相關知識。 

主題三、「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 DIY」：特別研發獨木舟縮小 DIY套件，藉由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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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組裝著手碰觸及彩繪、航行操作、遙控初階體驗…等實作課程，體驗認識

船舶相關物理原理的功能。 

主題四、「船舶知識大考驗」:簡易測驗問答題及學習單，加強參與活動學員對相關

知識的印象。 

主題五、「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障礙賽」：搭配遙控設備與界面讓學員體驗遠端

控制技術與科學，現場下水競速遊戲，測試操控能力增加學習樂趣，提升從

機械動作到遠端控制的科學大躍進。 

 
圖 4-3-1本計畫科普知識教育活動主題 

 

(六)活動單元內容簡介： 

(1) 課程安排 

本計畫活動課程安排以靜態知識講堂與製作體驗、活動競賽三種方式順序進行，知識講

堂採用容易入門的科學及文化指導搭配教具及投影圖文讓學員吸收相關船舶科學知識，

後續以動手製作體驗組合的 DIY 套件讓學員依序完成實驗船舶，在過程當中理解船舶與

儀控當中使用的物理及電子概念，並且根據學員對於課程的專注與理解程度，手上的 DIY

套件的完成度會有差異，於後續動作實驗與實際航行過程便會出現落差，從當中學習到

追求完善與細緻結構的職人精神，對於學童未來成年進入職場也能有所啟發與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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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內容簡介: 

知識講堂 

1.「船舶的世界」： 

人類夢想的起源─海洋探索的源始及船舶演進，改進的現代船舶介

紹、船舶發展與概念。 

船舶古至今: 

生活在這藍色星球—地球，整個星球幾乎由藍色海域所佈滿，從每

個陸地到陸地之間除了繞行相連土地，最快也最直接抵達的方式就

是跨越海域。 

    為了在這些水域間移動船舶成為水路主要的運輸工具，船舶的



 15 

起源國尚無定論。早在公元前 6000年人類就已經在水上活動。世界上最早的船可能就是一根

木頭，人們試著騎到水中漂浮的較大的木頭上，從而想到了造船。 

各種船舶的前身: 

◎筏子：筏子的製作材料多為樹幹、竹竿、蘆葦等長條形的物體，把它們橫向排列，然後用

野藤、草繩、皮條捆紮起來。後來，人們又將樹幹或竹竿紮成長方形框架，在框內縛上其他

具有浮力的物體，如皮囊、葫蘆、陶器等，以製成不同材料的浮筏。與單體浮具相比，筏子

的浮力增強了，行駛時更帄穩和安全；筏面面積擴大，可運載更多貨物，人在筏面上可立可

坐，無需使半身浸在水裡。筏子確實是一種更為有效的水上工具。 

 

◎獨木舟：獨木舟最遲在大約七千年前就已經出現，一般是

撈取一段槽狀朽木並將其內部稍加整理，當時製造獨木舟的

主要工具是石刀、石斧等，以如此簡陋的工具製造獨木舟，

特別是在整段樹幹上挖槽，當然是困難重重。其造型簡單，

為人力船最早的代表形態。 

 

本計畫亦特別採用獨木舟造型為主題設計為 DIY 組裝晶片編

程手機聯網獨木舟，步驟簡化，並且能使用手機作航行動作的遠端控制。 

 

◎木板船：1979 年上海市川沙縣出土的唐代木船，其船底就是由三

根獨木舟前後連接而成，中間挖空成槽，兩側再加舷板，先彎成弧形，

再將它釘在船底上。這條古船雖然在不同部位保留著獨木舟的特點，

但顯然已經是獨木與板材複合組裝的木板船。 

◎帆船：最初船的動力輸出主要仍以槳力為主，在順風時揚帆以讓槳

手們休息，帆的地位只是輔助。西元前 11世紀，大力發展商用槳帆

並用船，隨著遠洋事業的發展，演變成雙桅帆船，帆取代了槳成為船

舶前進的主要動力。 

◎蒸汽動力船：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問世，由蒸汽機推動汽缸帶動動力，當時運用於河流

間的渡輪使用。 

◎客船--以載客為主的船，以本身噸位大小及航程長短來區分等級，最高級就是郵輪。船上

備有各式各樣的娛樂設備及餐飲，宛若一座海上的觀光飯店。 

◎貨輪--載貨為主要功能的船隻，大致可分為貨櫃輪、油輪、雜貨輪、散裝貨輪、液化天然

氣輪、液化石油氣輪...等，是世界物流貿易的重要工具。 

◎漁船--出海捕撈漁獲的各式作業船隻，常見的有拖網漁船、延繩釣船船、機動竹筏等。 

◎軍艦—保衛國家安全的巡防艦、運輸艦、驅逐艦、登陸艇…等，船上頇配備武器，並擁有

良好航行動能與靈敏度。 

◎快艇及遊艇--台灣是製造快艇及遊艇的世界級高手，其輕快操控與舒適內裝的優點受到歡

迎，經常也能在定期舉行的遊艇展裡看見遊艇帥氣的身影。 

◎作業船--港區內有許多每天辛苦維持水域安全及日常維護工作的船隻，例如:消防船、拖

船、領港船、駁船、海關船、加油船、起重船、疏濬船、交通船、檢疫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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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輪--專門將遊客及乘騎一同載往旗津的"旗鼓輪"是高雄特有的交通船，她的雙頭造型可

以不用迴轉便直接出發航行往返兩岸，非常具有特色。 

 

2. 「物理原理與船舶」：在船舶上頭經常運用的物理原理介紹，其使用的範圍與相關知識。 

 

•槓桿原理: 

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就可以撬起整個地球。」 

在力學裏，典型的槓桿（lever）是置放連結在一個支撐點上的硬棒，這硬棒可以繞著支撐點

旋轉。古希臘人將槓桿歸類為簡單機械，並且嚴謹地研究出槓桿的操作原理。 

某些槓桿能夠將輸入力放大，給出較大的輸出力，這功能稱為「槓桿作用」。 

 

F施力 × R施力臂 = F抗力 × R抗力臂 

第一槓桿 支點在中央 

第二槓桿 抗力點在中央 省力費時 

第三槓桿 施力點在中央 省時費力 

 

輕艇(Canoe)划槳動作可視為第三槓桿或第一槓桿，本計畫裡獨木舟即運用槓桿原理產生划槳

動作。 

要達到完整的划槳動作必頇幾個條件，首先必頇真實模擬出槓桿原理的動作，也就是運用單

葉槳的支點來施力，使槳葉可降到水線以下，經過改變施力方向而對水施力，藉其反作用力

使船體移動。 

 

•阿基米德浮力原理: 

原理簡述:物體浮在 or浸在液体中，所受的浮力等於該物體所排開的液體之重量 

浮力＝被排開的液體體積 × 液體密度＝被排開的液體重量      B＝V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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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力的形成：物體在液體中，各部分皆受液體壓

力作用，左右二側壓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互

相抵銷；但上面所受的壓力比下面所受的壓力

小，因此產生向上的壓力差，這就是浮力的形成。 

 

鐵的密度大於水的密度，但用鐵製造的輪船為什

麼會浮在水面上？因為船內部有許多空間，使得

帄均密度小於水而能浮於水面上。 

船所受到的浮力即等於船的重量。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原理: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船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原理簡述:將船和人視為一個系統則船和人之間作

用力為內力，故船和人整體系統所受合力為零，整體系統的質心位置應該不變。 

但是因為人改變位置則船也頇改變位置，若僅人的位置移動 船的位置不動，則整個系統質心

改變，反而才違背牛頓運動定律，其原因是人和船之間有交互作用力，將人和船視為不同系

統，人往後跑 表示船對人施以向後的力 同時人對船師以向前的力，否則人如何往後跑? 

每施一作用力於物體，物體必給予施力者一

反作用力，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

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線上。 

 

•為維持船舶航行帄衡的配重壓艙工作: 

理論上，船載貨愈多，船公司愈能賺船，但是在大船船身裡還是需要挪出一定空間來作為配

重壓艙的使用，為什麼還故意要有壓艙的考量而減少營利? 船舶的水力學設計要求其必頇有

一定的負載才能維持穩定性，因此“空＂船不能真的在海上空載，如果船沒有貨物可運，就

必頇找一些替代物保持船隻的負載。壓艙是要使船舶之吃水增加，以加強其航行之安全及適

航性，但其他之影響因素，亦是必頇要考慮的；如對船舶穩度之影響，並頇避免因不良之壓

載所產生之應力，對船體的扭曲，或艉部過多之壓艙，使船艉受到更大之衝擊，或壓艙有無

增加推進器之效率及震動等，故使用壓載系統時，必頇注意到每種船舶之適應性。當船舶壓

艙時，一個極重要的要素，即是壓艙必頇實足安全，且壓艙物不能移動。若液體之壓艙物，

如使用海水，則將會產生一自由液面，而降低船舶之穩度。而固體壓艙，如沙土或石頭，較

不易移動，但分配應恰當。使用固體壓艙雖有好處，但費時且價格昂貴，故現今船舶之設計，

皆以加強雙層底艙之結構，並考慮俯仰差及穩度之問題，並用海水來壓載，不但方便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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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靠實用。 

另，壓艙水因為含有當地的水生生

物，異地排放時，容易造成引進外

來種的現象，造成汙染與環保問題。 

 

•無線遠端遙控原理: 

無線遙控其實也就是無線傳遞，在

空氣中傳撥訊號透過不同的訊號用以來達到控制的目的。遙控技術

是一種用來遠控機械的裝置。現代的遙控器，主要是由集成電路電

板和用來產生不同訊息的按鈕所組成。 

最早的遙控技術由誰發明已經不可考，但是後續發展出利用超聲波

來控制頻道和音量，每個按鍵發出的頻率不一樣作為接收器識別的

方式，但這種裝置也可能會被一般的超聲波所干擾，而且有些人及

動物（如狗）聽得到遙控器發出的聲音。1980年代，發送和接收紅外線的半導體裝置開發出

來時，就慢慢取代了超聲波控制裝置。即使其他的無線傳輸方式（如藍牙、Wi-Fi）持續被開

發出來，這種科技直到現在還持續廣泛被使用。 

目前常用的無線遙控技術以其"接收原理"目前可分幾大類: 

1.無線電 (RF) (大部份用於需要遙控距離較遠的產品上) 

其接收原理是:無線電波接收器接收無線電波上的資料碼後解碼，然後依資料碼的定義產生應

有的功能反應變化。 

2.紅外線 (IR) (大部份用於遙控距離較近的產品上) 

其接收原理是:紅外線接收器接收紅外線上的資料碼後解碼，然後依資料碼的定義產生應有的

功能變化。 

3.超音波 (UW) (現在市面上比較少見) 

其接收原理是:超音波接收器接收超音波上的資料碼後解碼，然後依資料碼的定義產生應有的

功能變化。 

4.影像辨識 (有在少數產品上試用例如大型電玩，體感遊戲…等) 

其接收原理是:影像攝影機收到人體手腳等等姿態不同然後辨識，再依其手勢或姿態定義產生

應有的功能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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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雷射(用於軍事設備上,比較不受干擾,安全性比較高) 

其接收原理是:雷射接收器接收雷射上的資料碼後解碼，然後依資料碼的定義產生應有的功能

變化。 

6.腦波(目前有用於戰鬥機上) 

其接收原理是:腦波接收器接收腦波上的特定變化，然後依其變化的定義產生應有的功能變

化，這類控制方式均需要嚴格的訓練配合。 

7.語音(目前比較適用於安靜的室內或車內) 

其接收原理是:語音接收器接收語言上的特定詞句，然後依其詞句的定義產生應有的功能變

化，不適合於吵雜的環境容易產生辨識不良問題。 

8.眼睛瞳孔(目前有試用於殘障人員遙控) 

其接收原理是:影像攝影機收到眼睛瞳孔的移動變化，然後再依其移動變化定義產生應有的功

能變化。 

9.WI-FI無線傳輸 

Wi-Fi 是 Wi-Fi 聯盟製造商的商標做為產品的品牌認證，是一個建立於 IEEE 802.11 標準的

無線區域網路技術。在 2.4GHz的 ISM頻段上的兩種無線調頻方式和一種紅外線傳輸的方式，

總資料傳輸速率設計為 2Mbit/s。兩個裝置之間的通訊可以自由直接（ad hoc）的方式進行，

也可以在基站（Base Station，BS）或者存取點（Access Point，AP）的協調下進行。 

WI-FI 無線傳輸技術目前已經廣泛運用於電腦手機及帄板等電子產品當中。 

遙控控制流程: 

 

多年來，我們發現到無線遙控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不僅僅是侷限於常見的傳統遙控器而已，

甚至用於汽車、飛機或是機器人上，變成可以用遠距離遙控讓這些機器到危險的地方去執行

任務，不只可以減少人員的傷亡，更可以降低成本的損失。因此，已經變成未來各項科技發

展的主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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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採用 Wi-Fi技術作為遠端控制的連接方式。 

  

製作體驗課程 

3. 「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 DIY」：藉由組裝著手實作課程，體驗認識船舶相關作用物理

原理的功能與科學原理。 

•獨木舟的介紹: 

    划艇（英語：Canoe），是一種小艇，需要藉助槳驅動。其形制簡單，有些有座位，也有

些沒有。獨木舟是划艇的一種。現在划艇多用作休閒，亦作為一項水上運動，已加入奧運項

目。蘭嶼拼板舟是由很多不一樣材質的木板拼裝而成的划艇。單人划槳獨木舟採用極簡單的

長型船體與人體動力來進行航行，是一種最簡單的船舶結構，搭配台灣蘭嶼拼板船的優雅造

型，非常適用於船舶入門的課程。 

 

 

 

 

 

 

•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 DIY組裝套件 

特別委託廠商為本計畫研發製造 DIY組合套件，以提供學員分組現場實際動手組合，完成品

船長 27cmX 船寬 24cm(槳臂張開)X船高 11cm 

 

(1) 結構單位: 

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 DIY組裝套件一共分三大結構:船身組合、遠端控制組合、動力組

合、伺服器組合，以下作簡單說明: 

 

◎船身組合:分為船體、槳臂、固定座、配重座 

結合方式簡化為以螺絲固定結合，以方便學員在課程時間內能順利完成組裝，船身分布蘭嶼

文化圖像刻痕，在允許時間內亦可進行手繪裝飾。 

 

◎動力組合: 4個 AA 3號疊背電池，6V 電源、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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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3 號電池 4顆滿足晶片及伺服器所需電力動力，固定於船尾順便成為配重，帄衡船行進

時的搖晃。 

 

◎伺服器組合:分別使用兩組舵機伺服器銜接為處理上下及左右動作 

9g 小型舵機 (S版)產品尺寸: 23x12.2x29mm，扭矩: 1.6kg/cm(4.8V)，反應速度: 

0.1sec/60degree(4.8v) 

 

 

4.「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遙控體驗」:加入遙控技術的獨木舟，使用隨身的工具即可控

制方向。 

    隨著數位移動裝備的普及，遠端遙控學門在未來生活應用範圍非常廣泛，舉凡居家設備

的遠端控制，各種監測系統的雲端控制，機器人工作…等都將在未來世界成為主流，本課程

的推廣可提升學員的興趣，並進一步培養未來專業人才。已經完成結構的獨木舟由學員從手

機連結網頁下載控制介面 APP，並且連線專屬 WIFI頻率，開啟連線，並進行船舶方向控制的

體驗和熟悉動作程序，並認知遠端控制的基礎知識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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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方圖示:向前划行的流程為 C1 → C2 → C3 → C1 如此重複循環運作到各點位置即完成

單一划槳動作。而後退動作則是前進的相反 C1 → C3 → C2 → C1，轉向的話則只要令其中

一邊伺服機不動作就能達成左右轉作的動作需求。 

(1) 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的遙控方式與說明: 

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有兩組伺服器作為控制前進與左右動作來源，船身內為供電設

備及解碼晶片及 WI-FI系統，發射編碼及接收的遙控設備為一般可以上網的手機。只要

學員按照教學指示操作，即可使用手機(距離可達 2米)在不需要碰觸獨木舟的情況之下

順利主控獨木舟的進度與方向。

 

(圖片為示意，DIY 教學模組以實際設計研發狀態為主) 

使用手機下載 APK檔案，並完成 APP安裝>>開啟 APP操控畫面>>透過 WI-FI配對(鎖定對應頻

率)>>啟動連線>>透過手機控制頁面傳送 0101…的編碼訊號進入晶片>>判斷前進後退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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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通知伺服器推進槳臂或改變方向。 

*圖片及實際執行內容均依活動辦理時視情況做調整修改。 

 

5.「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現場下水競技遊戲，增加學習樂趣。 

現場安排簡易水池，讓學員們為

自己組裝設計彩繪完成的獨木舟

舉行下水儀式，從組裝的細節可

影響船速與船的方向，評比學員

們的專注與技巧，並且由 DIY 的

划水測試動作學習到槓桿原理及

輪軸原理的實際運用，下水後進

行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原理的實

驗，並辦理障礙競速遊戲增加課

程樂趣。 

 

*圖片及實際執行內容均依活動辦理時視情況做調整修改。 

 

6.「船舶知識大考驗」:簡易測驗問答題及學習單，加強參與活動學員對相關知識的印象。 

物理知識到船舶相關知識的簡易測驗學習單，增加參與活動學員對前幾單元相關知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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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期程： 

(1)計畫之科普活動 107 年 9 月 1 日~108 年 5 月 31 日期間 為活動辦理期，以＂晶片編

程手機聯網獨木舟＂DIY製作課堂學習方式，辦理多梯次課程，活動辦理期間每梯次

到各級學校辦理，合計 20場次，每場次預定 50人次參與課程，每場次提供 20~25 艘

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 DIY套件給予參與學員分組製作，於活動後留給協辦學校作

為啟發教材使用。 

 (暫定，確實展期視活動辦理現況做為調整)預訂活動與工作時程表如下： 

表 4-5-1「船舶科學移動學院-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科普計劃工作時程 

項

次 
時   間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概要說明 

1 
107 年 6 月 1 日

~107年 6月 31日 

活動準備期 
DIY教具設計開發製作規劃，備料，展場佈置安排設計，場地及工作人員聯

繫洽談，帄面資料、問券規劃設計、運輸方式連繫…等前置作業。 

2 
107年 7月 1日~8

月 15 日 

活動確認期 

◎ 場地確認履勘、工作人員聯繫洽談、DIY教具進行製作生產、文宣、問

卷規劃設計內容確認。 

◎ 教具硬體製作測試完成，課程內容確稿。 

◎ 展場佈置安排確認 

場地及工作人員聯繫運輸相關確認時程及安全檢查 

3 
107 年 8 月 16 日

~8 月 31日 
活動宣傳期 

◎ 參訪學校單位報名規劃，開放報名，確認報名人次 

◎ 公文收發往來、活動內容轉發各校及各單位宣傳 

◎ 海報或 DM發放、新聞稿發放 

4 107年 9月 1日 
各場次運輸及

佈展 

◎ 硬體及各項設備運輸裝置 

◎ 派遣作業、DIY教具收送貨確認 

◎ 展場定位佈置 

◎ 水電系統調整測試 

◎ 現場工作人員教育訓練 

5 
107 年 9 月 3 日

~108年 4月 30日 

科普活動，活

動開始 

◎ 移動到各偏遠學校並邀請各地區學生及民眾參與 

◎ 問卷回收與整理 

◎ 順利安排各場地課程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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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8年 5月 1日~5

月 31 日 

結算與成果報

告 

◎ 場地復歸 

◎ 展品包裝安全運輸 

◎ 合作單位致謝 

◎ 活動後檢討會議 

◎ 活動成果報告製作、經費核算 

(七)推廣計畫： 

（１） 邀請教學界顧問協助學校及各教育單位支持活動進行與宣導。 

（２） 開發活動專用網頁及 FB 粉絲頁，並於活動期間連結於各校網頁，同步更

新每場次活動照片，增加知名度。 

（３） 活動前期間發文各學校單位提交報名表，安排各校學生及民眾參與活動學

習。 

四、成果評估： 

（一） 成效評量： 

本次「船舶科學移動學院-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計劃活動希望將藉由現行物理課程

結合船舶原理及遙控科學概念，從基礎機械動作躍進至遠端控制學門，在互動活動當中教導

學生認識相關物理知識，進而啟發小朋友與一般民眾對於船舶及科學的相關興趣，潛移默化，

從周遭生活型態當中學會觀察及動手實驗的方式與習慣，達到科學知識普及與趣味性同時提

升之目標。 

本計畫擬實施下列成效評量： 

1. 滿意度調查 

2. 物理儀控科學相關認知評量 

3. 探究學生參與活動後之學習評量 

 

（二） 預期成果： 

表 5-2-1「船舶科學移動學院-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科普計劃預期成果 

效 益 類 別  預 期 成 果  

文 化 效 益  

海島國家原住民是海洋探索的先驅，蘭嶼獨木舟(又稱拼板舟)之雅美族圖
紋紋飾，結合大自然觀察並顛覆刻板印象，代表雅美族人對大自然天象與
藝術多種不同思考方式。傳承至今的船舶文化與科學是啟發台灣學童海洋
宏觀的最好題材，本計畫「晶片編程手機聯網獨木舟」加強結合科學原理
並推廣海洋船舶文化，培養科學種子及點燃未來 AI編程專家之火苗。 

產 業 效 益  
本計畫創新研發「DIY 智聯網晶片及手機編程教學模組」，提供科普多元
文化學習教具（例如:系列智慧模型、智慧組合動力船、小型物聯網手機遙
控船玩具遊戲…等）產生週邊商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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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人 數
效 益  

總計達1,000人
次以上參與 

本計畫活動預計可提供屏東縣市及其偏鄉學校之科普學習活動，為期 10週
每週 2 場次於各級學校定點辦理，合計 20 場次，每場次預定 50 人次參與
活動，預計可服務約 1,000人次以上。 

未 來 效 益  

本計畫團隊將接軌學校課程內容所欠缺之科學應用面向，研發晶片編程手
機聯網獨木舟教材軟硬體，完整移動到教學資源較為缺乏或偏鄉學校進行
科普活動。航控 AI 聯網編程學習模組，加強學生的邏輯思維及問題解決能
力的提升，符合未來主流社會脈動科學素養提升，以及培育智慧機械人才，
加值提高教育效益及企業經濟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