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電學(Fundamental of Electricity) 

基本電學教學大綱 

一、科目名稱：基本電學(Fundamental of Electricity) 

二、科目屬性：專業科目 

     群共同修習科目   技能領域修習科目     校定必修 

三、學分數：2 

四、建議開課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五、先修科目：無 

六、教學目標： 

(一)了解電學的基本概念。 

(二)了解基本電路特性。 

(三)了解電學的基本原理，以作為日後學習動力機械電系相關實習之基礎。 

(四)培養工作中學習互助合作、建立職場倫理及重視職業安全，並培養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情

操。 

七、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電的基本概念 1.電的特性與單位 

2.電能 

3.電荷 

4.電壓 

5.電流 

6.電功率 

 

 

6 

 

(二)電阻 1.電阻與電導 

2.電阻器 

3.電阻溫度係數 

4.歐姆定律 

5.焦耳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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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容與電感 1.電容器 

2.電場與電位 

3.磁的基本概念 

4.磁的效應與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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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串聯電路 1.串聯電路的定義與特性 

2.克希荷夫電壓定律 

3.電壓分配定則 

4.串聯電路應用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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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並聯電路 1.並聯電路的定義與特性 

2.克希荷夫電流定律 

3.電流分配定則 

4.並聯電路應用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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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施要點： 

(一)教材編選 

1.宜切合日常生活，以學生的經驗為中心，注意基本觀念解說，條理分明循序漸進， 避

免深奧理論及繁瑣的計算，以激發學生學習之興趣。 

2.專有名詞必要時得附原文，使學生有參閱其他書籍之能力。專有名詞與翻譯名稱應採用

與教育部規定相同，若無規定，則參照國內書刊或習慣用語，且能與其他專業學科所

使用相同。 

3.建議依學校學生之背景及特性，採用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查合格且適當之基本電學

教材。 

4.配合教師研究、學生自修等需求，購置各類基本電學參考工具書、期刊、雜誌等。 

5.教學前應講解該教學單元之目的及其在動力機械領域的應用。 

6.學校應購置各類教學相關媒體設備。 

(二)教學方法 

1.先說明簡單原理，再配合實例解說。 

2.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若干相關問題， 然

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3.若干重要公式，宜在課堂推導之，使學生能完全了解公式之由來。 

4.教師應多指定習題，供學生練習，以增加學習成效。 

5.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6.教師可配合實物，可參酌採取下列教學法等綜合運用：講述法、問答法、練習法、

觀摩法。 

(三)學習評量 

1.教學評量方式宜多樣化，除紙筆測驗外，可配合單元目標，採用實測、討論、口頭

問答、隨堂測驗、作業、專題研究或分組報告等方法。 

2.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

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3.評量內容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

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4.除實施總結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 



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5.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

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6.對於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 

7.對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可視需要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四)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應充分利用教材及其他教學資源。 

2.配合課程，可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結合理論與實務，並加強和業界交流。 

3.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教學內容，提升學習效果。 

 


