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ank You For

如何加強臺灣太空科學
人才培育

See you next time! 

108課程資訊交換平台

歡迎參加2024/8/15(四)pm1:08~2:10線上討論會

討論簡報下載連結請見訊息欄(已置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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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所有與會者

專家學者：中大葉永烜院士、中大學務長林沛練教授、中研院

天文所王為豪副所長、臺師大地科系陳卉瑄主任、臺北天文館

吳志剛副研究員、天文館謝翔宇組長、…

中小學老師：楊善茜、蔡靜誼、謝莉芬、江玉燕、汪惠玲、王

光正、白佩宜、洪翠屏、杜唯嫚、林秀娟、黃愛真、…

校友學生：李柏翰、陳陞、于志菡、…

(也很感謝現場參與及線上報名的其他教授和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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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科學人才培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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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構想

交流與建議

pm1:08~1:25

議題分享二

pm1:3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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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綱：

落實教育相關法令及國家政策綱領，共提出
19項議題及學習目標。



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綱：

落實教育相關法令及國家政策綱領，共提出
19項議題及學習目標。







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系統網址
https://geomap.gsmma.gov.tw/g
wh/gsb97-1/sys8a/t3/index1.cfm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社會性科學議題

課程主題：三接與藻礁議題

課程設計者：臺師大線上科學探究平台CWISE教師團隊

SPOT衛星影像比對網址
https://data.csrsr.ncu.edu.tw/de
mo5/demo5.html

















網址https://swf2030.org/nsd/



網址https://aerospace.org/falling-stars



網址https://aerospace.org/article/neo-aid-resources



網址https://www.esa.int/Education/With_space_at_the_forefront_of_education



臺灣的大學與太空科學相關的校系

一、中央大學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的課程包括應用數學、微積分、基礎科學(普通物理、力學、電磁學)、
太空科學與工程導論、程式語言與繪圖、數據分析與處理、太空科學類(電漿物理導論、太陽物理、磁層物理、
電離層物理四選二)、太空工程類(太空酬載、衛星系統工程、雷達工程與實務、遙測影像分析與應用四選二)、
太空專題等。

二、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的課程地圖規劃架構包含控制與導航、燃燒與推進、整合(包括固體力學
導論、航空工業製造概論、積層製造導論、節能技術導論、飛具設計、太空載具動力學、航太實作專題、衛
星研發專題實務等)、流力與氣動力、結構與材料、民航、基礎科學(包括微積分、工程數學、應用線性代數、
航太工程概論、能源科技概論、奈米科技概論、飛機系統與維修、工程圖學、語言與計算機基礎介面、電腦
輔助工程、電腦輔助設計、數值方法與應用、光學、近代物理、電磁學等)。

三、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的課程規劃涵蓋數學、基礎科學、工程專業及通識課程。其中，工程
專業包括航太熱流與推進系統、航太材料與結構、飛行控制及系統工程三大領域，各領域的工程專業基礎課
程包含流體力學、熱力學、材料力學、自動控制等；各領域的核心工程專業課程包含空氣動力學、噴射推進、
飛行力學、飛具結構等；工程專業整合應用課程包括電腦輔助工程設計分析、飛具設計、航空發動機設計、
航太專題與實作等；另外還有專業選修課程。

四、淡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的必修課程包括基礎科學(微積分、普通物理、工程數學等)、航空工程
概論、太空工程概論、機械畫、靜力學、材料力學、流體力學、動力學、電工學、電子學、自動控制、空氣
動力學、飛行力學、飛具結構學、飛機設計、航空發動機、電子計算機工程應用、航太專題實驗、通識課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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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TASA、國科會、教育部可以如何融入太空科學教學於學校教育？

2. 回顧走過的經歷，回頭看看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什麼作法、活動、課程等能夠提
供國家未來在太空科學教育的參考？或者有沒有覺得比較缺乏的部分，可以怎麼促進
、改善？

• 拉近學生、民眾與太空的距離，讓太空更有生活感。

• 競賽 (例如：立方衛星任務設計競賽、福衛五號衛星影像應用小論文競賽等)

• 專責太空科學發展單位 (參考台灣海洋教育中心、氣候變遷教學資訊平台)

• 指定科目考試：地科

• 競賽

• 介紹更多面向的太空 (物理、化學、生物、環保、法律、生活科技……)

議題分享一 李柏翰 (現職：中央氣象署數值資訊組副研究員)



2024/8/16 如何加強臺灣太空人才培育-十年規劃白皮書相關討論 28

挑戰

1. 太空領域發展時間尚短，是否足夠明確得以「寫進課文」？

2. 人才培育需要培養通才或專才？

3. 工作機會？當太空人？

李柏翰 (現職：中央氣象署數值資訊組副研究員)議題分享一



如何加強臺灣太空科學人才培育-
現有遙測相關教學內容上的問題

議題分享二 陳陞 (臺師大地科系畢業，臺大地質所碩士班)



現有在教學現場存在問題

1. 學生對於初次接觸到的新知識會需要充足的時間與實例去做理解，單純使
用背誦的方式很難留給學生長期記憶

2. 比起談及原理面的概念與公式，近期的學生更傾向於想了解「學會這個以
後可以從事什麼行業」、「會這項技能以後可以怎麼幫我解決生活困難」
等傾向應用面、就業面的考量

3. 由於現有地球科學的課程分配時數偏少，大學入學考試地科的佔比和使用
率相對於其他科目少，因此在更多時候會不被重視或甚至被配給其他科目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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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分享二 陳陞 (臺師大地科系畢業，臺大地質所碩士班)



現有教材面、影像判讀題型面臨的問題與一些建議

1. 課本上雖有提供部分的影像範例，但未頻繁更新時事資訊，學生和教師較難
掌握新型態的時事題  可引導學生多至具公信力的來源取得資訊，如
NCDR全球災害事件簿、歐洲太空總署新聞等來源

2. 在大考考題上，新課綱的素養題雖然注重廣納時事、影像或圖表實例做為題
目主軸和輔助說明資訊，但實際上在目前考題中使用的影像品質參差不齊，
更多時候影像本身甚至無法協助考生解析題意

3. 對於影像判讀上，課本當中有簡要介紹觀測原理與出產資料成品，但未詳加
介紹應用面上的專題成果  可試著找尋過去經典環境事件或研究範例，並
蒐集相關影像將其整理建立範例資料庫與製作分析操作手冊，供有興趣的教
師與學生可於課後時間自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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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分享二 陳陞 (臺師大地科系畢業，臺大地質所碩士班)



課本範例的具體化展示

龍騰地科加深加廣 3-2現代遙測
空載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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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理雜誌：
雷射科技揭露瓜地馬拉叢林下的馬雅「大都會」

(建議上可納入應用介紹的資訊，並且可以提及在考古、跨學科的使用)

https://www.natgeomedia.com/environment/article/content-4029.html

龍騰版課文中對於光達方法介紹

議題分享二 陳陞 (臺師大地科系畢業，臺大地質所碩士班)



影像判讀訓練範例
以Landsat-5影像製作莫拉克前後期崩塌地變遷比較：

2009/06/24200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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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學軟體

議題分享二 陳陞 (臺師大地科系畢業，臺大地質所碩士班)



影像判讀訓練範例
以Landsat-5影像製作莫拉克前後期崩塌地變遷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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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輸入

影像輸入

影像呈現調
整

崩塌地圈繪

估計面積

影像預處理

影像預處理

資料取得

前後期變遷
比較

介紹資料獲取源

規劃實作流程、並逐一解
釋每一流程的影響

介面化軟體功能操作、並提供標準判釋物
件引導，讓步驟與分析更加具體

議題分享二 陳陞 (臺師大地科系畢業，臺大地質所碩士班)



時事資料取得

NCDR示警推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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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太空總署新聞

議題分享二 陳陞(臺師大地科系畢業，臺大地質所碩士班)



現有的新課綱素養題型 – 書商題本

附圖為某大洋的可見光衛星影像，影像中的雲是在大氣底部接近海洋表面的
低雲，其雲內液態水含量在空間上相當均勻沒變化。影像中線狀較亮的雲是
因船舶航運所產生的船跡，較亮表示船跡的雲比較會反射陽光。一般而言，
雲內雲滴顆粒的總表面積愈大的雲反射陽光能力愈強。船跡產生的原因是船
舶煙囪排放出許多小顆粒汙染物，會使船經過的雲內產生更多小雲滴顆粒，
因此A/V 比值隨雲滴體積變小而增大。下列敘述哪些正確？（應選2 項）
(A)船跡雲較亮是因船煙囪排放許多水氣，使其雲內的液態水含量較周圍的雲
多 (B)船跡雲較亮是因雲含有更多的大的雲滴顆粒 (C)船跡雲較亮是因雲含有
更多的小的雲滴顆粒 (D)單一小顆粒雲滴比單一大顆粒雲滴更會反射太陽光
(E)人類活動排放小顆粒汙染物可以增加雲的陽光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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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觀念： 可見光雲圖中，較白亮的部分代表反射光量較多。
答 案： CE
解 析： (A)與題幹不符，題幹所述「雲內液態水含量在空間上相當均勻沒變化」。(B)與題幹不符，題幹所述「船
經過的雲內產生更多小雲滴顆粒」。(C)因船舶煙囪排放出小顆粒汙染物，使雲內產生更多小雲滴顆粒。(D)在單位
體積中，小顆粒雲滴的總表面積大於大顆粒雲滴，而反射更多太陽光。(E)船舶為人類活動排放小顆粒汙染物，使
雲反射太陽光量增加。  實際上影像提供與否並不影響解題，整體概念上更加著重於凝結核的理解上

龍騰文化，地球科學 108學測考情最前線補充講義

相對原題
目使用的
影像更加
利於理解

船跡

議題分享二 陳陞 (臺師大地科系畢業，臺大地質所碩士班)



現有的新課綱素養題型 - 111學測自然試卷

2020年7月30日美國太空總署探測車「毅力號」發射升空，並降落在火星表
面「傑澤羅坑」邊緣一個富存黏土礦物與碳酸鹽的三角洲附近（圖12中的白
色圓圈區域）。

28.下列關於火星的描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屬於類地行星 (B)由地球前往火星會通過小行星帶 (C)是與地球體積大小最
相近的太陽系行星 (D)大氣濃密，表面主要因活躍的大氣活動而呈現棕紅色，
以「大紅斑」最為著名 (E)表面曾經有流水的痕跡，表示火星曾經可能適合生
命發展  與題組說明無關無關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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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圖 13 是圖 12 的局部放大影像，當中可見（甲）小隕石坑、（乙）波紋
狀的風成沙丘、（丙）三角洲。此地貌由老到新的形成順序為何？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丙-乙-甲
(D)丙-甲-乙
(E)乙-甲-丙
 在題目的編排上，藉由截切定律可以理解，但做為考題必要性不高

2020,ESA,DLR,FU-Berlin,HRSC

議題分享二 陳陞 (臺師大地科系畢業，臺大地質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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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上的素養題型態
右圖為國家太空中心發布使用福衛五號光學影像勘查臺灣於0403花蓮
地震過後崩塌地情形，請根據高中課本所提及知識與貼文中所提供資
訊試回答下列問題
1.在崩塌區域的判釋上，經常會以紅外光假色影像做為根據而非真色光
學影像，試問此原因與何項地貌對紅外光波段較顯著所致?
(A)植被 (B)建築物 (C)裸露地 (D)水體 (E)粉塵

2.有關崩落機制上的敘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崩落的發生可能與該區域具有斷層相關 (B)若挖除順向坡腳，則可
能造成崩落事件發生 (C)植被覆蓋有助於降低崩落事件的發生 (D)強降
水亦可能導致崩落發生 (E)本次崩落事件屬於土石流類型

3.以下與福衛五號在災害判釋上的應用，何者顯著不符合現有事實
(A)福衛五號採用繞極軌道
(B)福衛五號影像資料亦可應用於海洋水色研究
(C)福衛五號取相使用主動遙測方法
(D)福衛五號在取相時，可能受到雲層、陰影干擾
(E)福衛五號在災情判釋上不受陸上交通阻塞、
通訊服務中斷等限制，可提供珍貴的即時救災資訊

龍騰文化，地質與環境 ch3、ch4 大氣海洋及天文ch4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f8F31hdKrFeVk2J8/?mibextid=oFDknk

連結課本中提及判釋觀念與文章中影像特色做出合理判斷

由貼文中的說明後可與課本所學結合判斷判斷

可根據課本內衛星介紹與文章資訊做交叉思考完成回答

資訊來源本身可
信，且切合時事

議題分享二 陳陞 (臺師大地科系畢業，臺大地質所碩士班)



感謝聆聽

敬請賜教~

議題分享二 陳陞 (臺師大地科系畢業，臺大地質所碩士班)



政府開放了科學數據資料的資源

一、中央氣象署(CWA)與國家太空中心(TASA)在中央氣象署成立臺灣科學資料處理中心
(Taiwan Analysis Center for COSMIC; TACC)，負責福爾摩沙衛星的掩星觀測資料接收、處理、儲
存、發佈等服務，臺灣第一枚自製氣象衛星獵風者的觀測資料也已於2024年5月31日正式上線。

二、福衛五號衛星影像圖也提供參加2024年福衛五號衛星影像應用小論文競賽的高中職學生申請下載，
這個競賽活動能增進學生在衛星影像分析與應用的技能，以及利用衛星影像探索環境議題的能力。

許願：希望能開始將太空科學教育融入中小學教育!
學生也能在學校就學習如何使用政府公開的資源!

許願：或許設置全世界第一個開放給教育用的太空望遠鏡?!



Thank You For
如何加強臺灣太空科學人才培育

See you next time! 

108課程資訊交換平台

謝謝參加2024/8/15(四)pm1:08~2:10線上討論會

討論簡報下載連結請見訊息欄(已置頂)

謝謝大家的熱情贊助~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歡迎與我們聯絡!
t1017@zlsh.tp.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